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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巍：众多“神兽”(上)
中国人如何选出“十二生肖”？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

腊 ， 一 年 结 局 在 今
宵”。中国传统的兔
年春节将至，历经疫
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
冀。自2023年1月18
日起，中新社“东西
问”专栏特推出“解
码兔年”系列稿，探
究春节文化、“双立
春 ” 等 的 意 涵 与 影
响。

中新社北京1月

19日电 题：众多“
神兽”，中国人如何
选出“十二生肖”？

作者 高巍 北京
民俗学会会长

金 虎 即 将 携 岁
去 ， 玉 兔 迎 春 送 吉
祥。年终岁尾，生肖
民俗话题再次受到关
注。

作为中华民族传
统 的 民 俗 文 化 ， 十
二 生 肖 和 独 特 而 古
老的干支纪年有着紧

密联系，被中国人所
熟知。每个人从出生
之日起，都有一个属
相。

众多“神兽”之
中，中国人为何选择
老鼠、老虎、兔子、
龙 等 来 做 “ 十 二 生
肖”？十二生肖为何
能在世界多地特别是
亚洲广为流传？这些
问题的背后，正是人
们“日用而不觉”的
传统文化。

十二生肖是世界
性的民俗现象

十二生肖记人的
生年属相，亦称十二
属相，用以纪年、纪
月、纪日或纪时。用
兽来纪年是独特的纪
年特色，除了中国，
兽历也流行于很多国
家和地区，可以说是
世界性的民俗现象。
兽历与很多西方国家
民众通过观察星座来
纪年的方式有很大不
同。

中国有关生肖的
文字记载在《诗经》
中就已出现。作为一
部 诗 歌 总 集 ， 《 诗
经》反映了西周初至
春秋社会生活的方方
方面，记录与先民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
类物象，生肖便是其
中一类，反映出先民
的思维特征。比如《
诗经》中《小雅·吉
日 》 篇 说 “ 吉 日 庚
午，既差我马”。其
中 “ 庚 午 ” 对 应 “
马”，这与流传至今

2021年2月，山西太原食品街，
十二生肖造型的花灯吸引游客驻

足欣赏。武俊杰 摄

《诗经》中《小雅·吉日》篇说“吉
日庚午，既差我马”。其中“庚午”
对应“马”，这与流传至今的十二生

肖“午马”一致。苏楷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