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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说牛。这是最应景

的话题之一。但要说出新

意，还得大家出手。

那么，来读著名作家、历

史学家李零的新作《十二生

肖中国年》——李零说，这是

他送给读者的新年礼物。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星

座，对中国的十二生肖的了

解却没有那么多。李零认

为，实际上这两者的功能有

一些相似，但是它们属于不

同的天文体系。十二生肖跟

天文有很大关系，跟历法也

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和西方

是半分天下，西边是黄道十

二宫，东边就是中国十二生

肖的天下。

如何读《十二生肖中国

年》，春节之前，李零有一场

题为“送鼠迎牛”的在线讲

座，其中的分享就涉及到了

十二生肖。

李零说牛，让人读出更多牛

的不凡，以及对新春的期待。

关于年的阅读，不止于此。

让我们再跟着杨先让先生的

《黄河十四走》（广西师大出版社）

去黄河边去看一看。

14 次考察行程的点滴最终

定格在数十万字的原始笔记和

数千张的调研照片中，杨先让和

女儿杨阳一起，梳理考察手记和

图像资料，分析了 100 多个民间

艺术品专题，与台湾《汉声》杂志

共同打造了《黄河十四走》。

从黄河到江南，关于年，留

给人们的又是另一番记忆。

《江南旧闻录：故园归梦长》

（广西师大出版社）是作家朱学

东的新作。江南的年俗又是怎

样的呢？我们来听江南人朱学

东重现那些江南已经消失和正

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场景。

显然，今天的年味已不同于

昨。但是我们依旧爱看那些故

旧的过往，它们留在了杨信与杨

惠泽仪合著的《年味儿》（商务印

书馆）里。

一个“年”字，勾着多少中国

人的魂儿。而变化的传统当中，

依稀也能找到一点点自过去承

袭而来的仪式。于是，民俗成了

一门学问。陈勤建所著的《中国

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可

在此时一读。民俗也进入了文

学。《红楼梦》里写到很多风俗，

最让人动心的，应属从腊月到正

月的春节年俗描写。其中，专写

过年的则是第五十三回、第五十

四回，正是一年中难得的闲适时

刻，不妨翻来重读。

本报记者 张瑾华

书中之年
可一读再读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研究、著述范围涉

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

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

史、思想史、军事史、艺

术史和历史地理。

著作有：《我们的经

典》《我们的中国》《波斯

笔记》《铄古铸今》《万

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

流》《兰台万卷》《何枝可

依》《小字白劳》《十二生

肖中国年》等。

本报记者 张瑾华本报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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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中国年

》

牛为什么这么牛

“生肖”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大概从宋代以后才流行起来，

但十二生肖的系统在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秦简中都有所涉及。

李零认为，十二生肖可以追到战国晚期，这与中国的天

干、地支，特别是十二地支有重要的关系。中国的十二生肖就

像悬在天空中的大钟，十二年一个轮回。

中国的动物很多，为什么单挑这十二种作为生肖？这应

该与早期的历法、历书有关。

古人离不开历书，民间候气知时，主要靠观察动植物的变

化，即所谓物候，如草木陨落、飞鸟迁徙。

十二生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大，这些动物分为

三类：瑞兽、家畜和野生动物。龙是瑞兽，属于想象中的动物，

动物学家说，龙的原型是鳄鱼。马、牛、羊、鸡、犬、豕是家畜，

跟人关系最密切，是我们家养的，全部入选。

蛇、鼠、虎、兔、猴是野生动物，最常见也最普通。其中的

龙虽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它显然也是野生动物。所以，十二生

肖中，家养与野生的动物，各占一半，而且，十二生肖以兽为

主，没有鱼。李零说，十二生肖是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

现象。

人们在过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庚子年之后，希望在新

的一年能够牛气冲天。

李零这样说鼠和牛的掌故——

“子”是鼠，在《尔雅》里面，把兽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

地上的，一类是地下的，地下王国主要就是老鼠。所以鼠是一

种很重要的动物，而且六十甲子是从它开头的。

李零说，自己在书里对鼠的讨论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考古

大发现全是深挖洞挖出来的。”

再看牛。我们中国真正的牛有好几种，就是黄牛、水牛、

牦牛、瘤牛，这在《十二生肖中国年》里都讲到了。

“牛是六畜之一，照理来说，六畜是马、牛、羊、鸡、犬、豕，

马应该排在前头，但是马和游牧民族、草原地区的关系更大，

对于我们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民族来说，牛才是最重要的。

它放在六畜第一位，还是很有意思的。”李零说，正因为中国自

古重农，牛是用来耕地和拉车的，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中国历

代都禁止私自宰杀耕牛。

牛从何而来

那么，牛从何而来？

在李零的这场在线讲座中，还有一位对谈嘉宾：知名学

者，日本千叶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科博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袁靖。

袁靖认为，牛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家养动

物，是通过文化交流传过来的。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的河南淮阳平粮

台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黄牛的

遗骨。位于河南商丘的李庄

遗址（当时定名为“山台寺”遗

址）发现埋有 9 头牛和一个鹿头的

“九牛祭祀坑”，这两个遗址都是龙山时

代的，也就是说距今四千多年。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九千年前

到六千年前，都没有发现牛，一万年以前没有，

九千年以前没有，八千年以前没有，七千年、六千

年以前没有，到了五千多年前，牛突然就出现了。”袁

靖说，这肯定不是鉴定的原因，“只要真的有牛，就能把

它鉴定出来。没有鉴定出来，或者我们没有挖到，或者

当时就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多遗址都没有看到的话，应

该是当时没有——很可能啊，也不能说绝对，万一哪

天又出来了呢，考古是一定要相信事实的。”

所以，牛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传过来的。

袁靖认为，家养的牛一万年以前就在西亚起源了。

《十二生肖中国年》 李零带你揭秘十二生肖

五千年前，牛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李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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