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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义民”的称号，
从此永远不用再缴纳
赋税。

这还不算完，太
常寺的官员专门为此
创作一首曲子，取名
《玉兔》；礼部的官
员专门为此设计一面
旗 帜 ， 取 名 “ 白 兔
旗 ” 。 从 这 一 年 开
始，每逢宋朝皇帝大
宴群臣，都要演奏《
玉兔》；每逢皇家仪
仗队出宫巡狩，左右
两排旗帜里都少不了
一对白兔旗。

以上故事在史书
里有记载，我们在《
宋史·太祖本纪》《
宋 史 · 乐 志 》 《 宋
史·礼志》和《宋会
要辑稿》当中是可以
查到的。

白 兔 能 活 一 千
岁？

古人深信不疑
宋 太 祖 驾 崩 以

后 ， 宋 太 宗 坐 上 宝
座。太宗至道元年，
也就是995年，河南
浚 县 ( 宋 朝 叫 “ 通 利
军 ” ) 也 有 农 民 发 现
一只白兔，经当地官
员钱昭序之手献到皇
宫 。 这 回 宋 太 宗 的
兴奋程度不亚于宋太
祖，因为与白兔一同
进献的还有一只红毛
乌鸦。按照古代盛行
的五行谶纬说法，红
色代表火，而宋朝属
于“火德”，红毛乌
鸦出现，说明宋朝火
德昌盛，国运兴隆。

您知道，乌鸦羽
毛大多是黑的，少数
是白的，红毛乌鸦确

实罕见，再加上谶纬
之说，确实能把皇帝
哄得龙颜大悦。然而
白兔有什么稀罕呢？
凭什么能让皇帝和群
臣一起欢呼雀跃呢？
我们不妨听听宋朝第
六位皇帝宋神宗的解
释。

1 0 6 9 年 九 月
初 一 ， 合 肥 ( 宋 朝
叫 “ 庐 州 ” ) 官 员 奏
报：“合肥县南平村
民获白兔一只。”当
时在位的宋神宗对群
臣说：“白兔者，仁
寿也，月之精，主阴
气，其寿千载。”白
兔是善良并且长寿的
神奇动物，由月亮的
精华凝结而成，能活
一千岁。

白 兔 能 活 一 千
岁？现在听起来完全
属于胡扯，然而古人
却深信不疑。早在东
晋时期，那位著名的
通过炼丹无意中发明
火药的道士葛洪撰写
《抱朴子》一书，写
了一大堆关于白兔以
及其他白色动物的理
论。葛洪说：“虎及
鹿、兔，皆寿千岁，
寿满五百岁者，其毛
色白。”意思是说老
虎、鹿和兔子都有可
能活到一千岁，当它
们 活 到 五 百 岁 的 时
候，毛发才会变得全
白。葛洪还说，白毛
老鼠至少都有三百岁
的年龄，而纯白的仙
鹤、燕子和蝙蝠则至
少 都 有 一 千 岁 的 年
龄。

葛洪为什么认为

白色动物都长寿呢？
两条原因。第一，他
根据人的毛发推导得
来 — — 只 有 到 了 老
年，人的头发、眉毛
和 胡 须 才 会 变 白 ( 疾
病 导 致 的 除 外 ) ， 动
物想必也是如此。第
二，白色的动物在自
然界里比较罕见。

您肯定会提出疑
问：白狗、白猪、白
羊、白马、白猫、白
兔、白鸡、白鸭、白
鹅，如今随处可见，
怎 么 能 说 “ 罕 见 ”
呢？

其实这些白色动
物之所以变得常见，
完全是人类长期驯化
的结果。如果不是人
类 饲 养 ， 很 多 野 生
动物虽然也可能因为
基因变异而长出纯白
的毛发或羽毛，但它
们在草丛和树丛当中
将会显得异常醒目，
很容易被天敌发现和
吃掉。也就是说，白
色不但不能给这些动
物带来自然遗传的优
势，还会给它们带来
灭顶之灾，所以自然
生态里很难进化出更
多的白色动物。只有
经过人类饲养，再加
上人类审美上的偏爱
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加
持，小白兔之类的白
色 动 物 才 能 大 量 出
现。而在人类驯化以
前呢？白兔因为罕见
而成为祥瑞也就不足
为奇了。

直到清朝
白兔才终于成为

主流

咱 们 接 着 聊 历
史。汉朝学者王充从
来没见过白兔，所以
断言“兔毛不白”，
兔毛不可能是白的。
到了东晋时期，一个
叫庾翼的人有幸见过
一只很小的小白兔，
便 珍 而 重 之 地 养 起
来，等养大了再献给
皇帝。女皇帝武则天
在位时，河北衡水一
个叫王弘义的人，想
吃 邻 居 家 瓜 田 里 的
瓜，邻居不给，他便
禀报县官：“邻居家
的 瓜 田 里 有 一 只 白
兔！”县官当即派人
进瓜田抓捕，“蹂践
瓜田立尽”。把那片
瓜田踩得七零八落，
替 王 弘 义 出 了 口 恶
气。您看，白兔在古
人心目中就是如此稀
缺。

咱们都知道寓言
故事“守株待兔”，
故事里的宋国农民无
意中捡到一只撞死在
树上的兔子，于是天
天守在树旁等兔子。
他当初捡到的兔子会
是什么颜色呢？大概
率不是白色。咱们小
时 候 都 背 过 《 木 兰
辞》的结尾“雄兔脚
扑朔，雌兔眼迷离”
，木兰见到的雄兔和
雌兔是什么颜色？大
概率不是白兔。

那么白兔到什么
时候才变得常见呢？
看古画就知道了。北
宋画家崔白有一幅《
双喜图》，画了两只
喜鹊和一只兔子，那
只兔子是灰兔。南宋

画家李永有一幅《喜
鹊野兔图》，花了两
只喜鹊和两只兔子，
那两只都是灰兔。明
朝的唐伯虎画过一幅
《嫦娥奔月图》，嫦
娥怀里抱着兔子，也
是灰兔。明朝另一位
画家陶成画过一幅《
蟾宫玉兔图》，冷清
的月宫里蹲着一只孤
零零玉兔，那倒确实
是白兔。直到清朝，
《梧桐双兔图》《月
中桂兔图》《东山狐
兔图》等等以白兔为
主 题 的 画 作 批 量 涌
现，白兔终于成为主
流。

明朝嘉靖年间，
奸臣严嵩的孙子严鹄
得到一只白兔和六十
四枚灵芝，献给嘉靖
皇帝。嘉靖是什么反
应呢？“遣中官献太
庙。”派太监将白兔
和灵芝送到太庙里，
向祖宗们报喜。后来
这只白兔跟其他官员
进献的白兔交配，居
然生下两只小白兔，
嘉靖更加兴奋，让百
官写诗庆贺，并再次
派太监向祖宗报喜。

类 似 这 样 的 记
载，在《明史》里屡
见不鲜。可是再翻开
《清史稿》，就再也
见不到任何一例“进
献白兔”的记载。为
什么？因为白兔已经
太多，别说皇帝，连
老 百 姓 都 见 怪 不 怪
了。(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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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太祖遇见小白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