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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
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
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
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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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
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
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今天，我们将把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
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本书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向您介绍了十二生肖由来、发展以及它赋予的意义等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二生肖>>

作者简介

吴裕成，男，1952年9月出生，山东蓬莱人。
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现任天津《今晚报》副刊部主任编辑。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文化学。
主要著作有《古今中外家教谈》（中国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十二生肖与中华文化》（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2；台湾百观出版社，1993）、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二生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十二生肖的由来　十二生肖名称多　秦代简书记生肖　生肖十二：“天之大数”　日月经天与
干支纪岁月　“斗柄回寅天下春”　从“中华第一龙”说起　古人奇思妙想释生肖　关于生肖来源的
传说　我国各民族的十二生肖第二章 十二生肖与宗教　道教与十二生肖　佛教与十二生肖第三章 细
数十二生肖　鼠排第一引发的话题　丑牛辟地　“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　“卯酉日月门
”：月兔传说　龙，生肖中唯一的虚拟动物　属相蛇，称小龙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　三阳开泰
大吉祥　“申日称人君者，猴也”　酉鸡有吉贴“道酉”　凤伯犬首戊之神　“家”中有“豕”也有
“亥”第四章 民间习俗中的十二生肖　本命与本命年　属羊属虎的性别歧视　生肖取名　育儿习俗　
婚姻习俗　属相论命不足信　“牛马年，好种田”　几龙治水和几牛耕田　从“石敢当”说到巧借属
相日第五章 艺术作品中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诗文　美术为生肖造形　一岁一个吉祥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二生肖>>

章节摘录

太古洪荒，原始人环顾四野，仰望天空，最能引起注意的，一定是太阳和月亮。
“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系辞》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太阳结束寒夜，结束隐藏在黑暗中的恐怖。
太阳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带来了捕猎采摘以充饥肠的良辰。
对原始人说来，朝霞满天，红日东升，日复一日地上演着生活的开幕式。
    日升日落，月圆月亏，运动与变化为两颗天体增添了神秘，也产生了许多瑰丽的神话。
《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国北，居水中。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同书《大荒东经》也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皆载于乌。
”乌，《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踆乌”，踆乌即三足乌。
大木、扶木则是神话传说中的扶桑树，其高“三百里”，十颗太阳如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枝叶间，并轮
流跃上树梢，俯照大地。
你升他降的间隙，便由黑夜来间隔。
    太阳怎么会是十兄弟呢？
《山海经·大荒南经》描述：“东南海之处，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
有女子名日羲和，方浴日于甘渊。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一个庞大的家族，一个充满母爱的母亲，羲和养育了十个儿子，在甘渊为她的太阳孩子们洗澡。
十日神话，应是先民们对于昼夜转换的想象，也是对于严重旱灾的一种感受。
“赤日炎炎似火烧”，何况十个太阳！
十日并出成了灾害的代称。
    神话描绘自然界的神威，也幻想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力。
《淮南子·本经篇》所记录的传说，在讲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的
惨相之后，为民除害的神话英雄上场了：“尧乃使羿⋯⋯上射十日”。
羿仰天控弦，一口气射掉九颗太阳。
“羿焉弹日？
乌焉解羽？
”经屈原《天问》这么一问，使得后羿射日的故事更加圆满：羿开弓放箭，太阳里的金乌不免要羽毛
纷落的。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出土了两幅T形帛画。
两幅帛画均分天上、人间、冥间三部分。
在天上部分，均画有蟾蜍、兔、月亮，居画面左侧；画有阳乌、太阳，居画面右侧，并画扶桑枝蔓簇
拥着日轮。
其中一号墓帛画，阳乌红日居上，八颗小太阳在下，散布于扶桑的枝蔓之间，共计大小九个太阳。
    与十日神话珠联璧合，是十二月亮的故事。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帝俊可是个多福的天神，他不单拥有十个太阳儿子，他的妻子还为他生下十二个月亮——月属阴，
这应是六双女儿了。
    十日和十二月的神话，可作为探究天于地支的材料。
朱熹《楚辞集注》引述“天有十日，日之数，十也”的说法，认为“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传
者强以为十日并出之说”。
他将十日神话与十天干相提并论，认为先有甲乙丙丁十天干，后有十日并出的故事附会。
    数学十进位制的发明，派生出类似“旬”的概念，影响了十日神话和十天干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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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支则不同。
它取数十二，并非靠着数学本身的给予，而是依靠天文学对数学的运用，也就是说，是初期天文学选
择了“十二”——其最重要的例子，便是至今仍通行于世的十二月历法。
    认识岁时实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在原始时代，先民们体验着寒暑交替的循环往复，为揣摩岁长，为寻找一把尺子丈量这段时间周期，
他们仰观俯察，上下求索。
    有聪明的观天者发现月亮盈亏的周期性规律，可以用来丈量一岁的长短，十二回(闰年为十三回)月
圆为一岁。
    十二月历法的发明，堪称初期天文学最辉煌的成果之一，其功当不在后稷教稼、大禹治水之下。
“十二”被视为传达着天之奥秘的“天之大数”。
天干需要地支为伴，日、月相对，天地相对，为“十”配伍，也就非“十二”莫属了。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合，有了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为二者的最小公倍数。
殷墟出土的一块牛肩胛骨上，刻着完整的干支表——天干与地支配合，用来纪日。
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六十甲子。
    相传，黄帝时代发明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六十甲子。
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记在他名下的发明很多。
前蜀冯鉴《续事始》说：“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名兽，配十二辰属之。
”“以名兽”即以十二支称动物，子鼠丑牛等等。
这不仅将十二地支的发明权，还将十二生肖的首创之权，一并记在黄帝名下。
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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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些而
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文化确乎是人之
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
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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