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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的感情，从恐惧开始
在300万年的时间长河中，牛，从对

生命安全的威胁逐渐成为人类的重要助
力和伙伴。

现代考古发现，300万年前，早期直
立人开始狩猎，主要目标是野兔等小动
物，体型庞大的野牛、野猪等对人类还
存在很大威胁。

到晚期直立人时期（距今约150万至
30万年前），野牛已经成为重要狩猎对象。

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724年）的黄
河大铁牛是目前我国出土的第一个大型古
渡口遗址铁制文物，黄河大铁牛位于山西
省永济市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共8
尊，现已出土 4 尊，每尊铁牛高约 1.9
米，长约3米，宽约1.3米，重约40吨。

不过，在弓箭这种远程武器出现之
前，狩猎野牛还有很大难度和危险，人
们想出一个办法：用石灰岩制成石球，
作为投掷武器，系在长皮带的两端用力
甩出，可将皮带缠绕住奔跑中野牛的
腿。位于山西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 （属
旧石器时代中期），曾出土1600多个这样
的石球。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普遍制造
和使用弓箭。相对于石球和能投掷的
矛，弓箭射程更大，对野牛的杀伤距离
可达 80 米至 100 米，狩猎者的安全性大
为提高。新疆天山南部的库鲁克塔格山
岩画中，描绘了一群猎人将一头野牛团
团围住的场景。

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开始对
牛进行驯化。人们将捕获的野牛幼犊圈
禁饲养，经过不断繁育，使牛的野性逐
渐消失，成为家牛。

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文化
遗址发掘出的水牛遗骸证明，大约7000
年前中国东南沿海或沼泽地带野水牛已
开始被驯化，宁夏贺兰山岩画、云南沧
源岩画等也有牧牛的场景。

牛不仅能为人类提供肉食，还可以
用于运输。发现于新疆阿勒泰乌吐不拉
克的岩画 《牛车图》 记载着人类最早使
用牛拉车的画面：有车轮，上面只有简
单的圆木，没有车辐和车辕，用两条绳
子系在牛角上。

商代卜辞中常见“犁”字，大约在
此时期出现了牛耕。到了春秋战国，以
牛拖犁的垦耕方式得到广泛应用。

在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牛被视
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风俗通
义》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
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因此，历朝历代制定了许多禁止屠
宰耕牛的规定，如 《礼记·王制》 记
载：“诸侯无故不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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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图腾崇拜，上下五千年
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当

中，还作为祭祀文化的重要题材，参与
到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事项当中。

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各部落
习惯于把自然界中的某种动物作为自己
的氏族徽帜——原始的图腾崇拜产生
了。在神话传说中，一些早期的部落联
盟首领长着“人身牛首”。

从商代留下的大量卜骨和卜辞可以
看到，当时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王侯贵
族的私人生活，常常通过占卜的形式求
解，占卜所用到的以动物骨骼为多，而
其中牛肩胛骨的数量最多。

秦朝将牛视为神灵，在祠堂中进行
祭拜，以求庇佑。一直到隋朝，朝廷还
设置有“牛羊署”，宋朝设置有“牛羊
司”，主要职责就是参与国家的祭祀事
务。成语中的“牛鬼蛇神”“牛头马面”
都是牛参与祭祀的反映。

在动物崇拜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
发展出生肖文化，随后逐渐融合为相生
相克的民间信仰观念，在婚姻、人生、
年运等方面均有体现。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
滩两地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出，早在先

秦时期，我们就有了比较完整的生肖系
统，并固定为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
形象化代表。

与十二生肖有关的最早记载出自
《诗经·小雅·吉日》，“吉日庚午，既差
我马”，意思是“庚午吉祥日子好，打猎
马匹已选齐”。这里将“午”与“马”进
行了对应。

现在中国人广泛采用的成体系的“十
二生肖”，可追溯到东汉王充的《论衡》：

“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
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
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
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
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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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镇水，守家国平安
在五行学说和生肖学说看来，牛同

时拥有土和水的属性，水土相生相克，
因而牛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

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好一处就将
铸铁牛沉到水底，以镇水患。虽是传
说，“铁牛镇水”已根植中华民族的共同
信仰之中，参与了无数次治水活动。唐
朝以后，铁牛不再沉入水底，而被放置
于岸边。

明人陈仁锡在 《潜确类书》 中记

载：“陕州有铁牛庙，（铁牛） 头在河
南，尾在河北，禹以镇河患。”

北京颐和园有铜牛，是乾隆皇帝仿
大禹“铁牛镇水”故事而铸，牛背有

《金牛铭》：“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
安澜，后人景从。”

现在，在中国南北各地的水边河畔，
经常可以看到高大的铜牛、铁牛，这些历
史文物成为人们观赏的艺术品，但在古代
却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
们心中的“镇水兽”和守护神。

时至今日，牛图腾崇拜的痕迹依然
存在。一些民族祭神的舞蹈中有许多戴
牛头面具，还将牛头置于屋脊进行膜
拜，或将牛视为镇宅之宝；有的规定不
得宰杀、食用耕牛，以牛来祈福。

在数千个四季轮回中、在不可计数
的风霜雨雪打磨之下，各部族如百川归
海一般团结、融合，形成了让每个华夏
子孙引以为傲的中华民族。

在这个过程中，牛，已经成为国人
精神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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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化，刻进中国人的基因

孔子有个弟子名冉耕、字伯牛，由
此可见，我们的先祖对牛的吃苦耐劳的

品质及作为人类益友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象征富足与勤劳
《诗经·无羊》中说：
谁说你们没有牛？七尺高的有九十。
你的羊群到来时，只见羊角齐簇集。
你的牛群到来时，只见牛耳摆动急。
有的奔跑下高丘，有的池边把水

喝，有的睡着有的醒。
你到这里来放牧，披戴蓑衣与斗

笠，有时背着干粮饼。
牛羊毛色三十种，牺牲足够祀神灵。
注：

“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
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柳宗元曾写《牛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
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
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
直，植乃禾黍。”

抒怀明志
相传，老子李耳曾骑青牛入函谷

关，之后著 《道德经》。后人解释：“乌

牛耳湿湿，乘之稳如舟。角挂汉家书，
展诵行夷犹。”

启蒙读物《三字经》中用牛来激励学
子：“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南北朝时，梁武帝想聘陶弘景做宰
相，后者画了一幅《双牛图》作答。画中
两头牛，一头牛散放于水草中，自由自
在；一头牛套着金笼头，有人执鞭驱使。

梁武帝看后，悟出其意，不再勉
强，但之后国家每有大事不决就派人驰
书咨询，时人誉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陆游在 《饮牛歌》 中以牛作喻，表
示人应保持坚韧、高洁、辛勤的品质：

“门外一溪清见底，老翁牵牛饮溪水。
溪清喜不污牛腹，岂畏践霜寒堕趾。
舍东土瘦多瓦砾，父子勤劳艺黍稷。
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犹力。
牛能生犊我有孙，世世相从老故园。
人生得饱万事足，拾牛相齐何足言！”
南宋名臣李纲在艰苦抗敌中备受迫

害，曾高吟《病牛诗》：
“耕犁百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牛最大气
牛的体积位局十二生肖中真实存在

的动物之首，与鸡、鼠这样的小动物形
成鲜明对比。所以，人们在生活中以

“鼠”喻小或少，以“牛”喻多或大，如
大材小用为“牛刀小试”“杀鸡焉用牛
刀”“牛鼎烹鸡”；

还有，以“牛毛”比喻众多而细
密，如 《抱朴子》 说“为者如牛毛，获
者如麟角”，杜甫诗云“秦时任商鞅，法
令如牛毛”。

5
牛精神，不待扬鞭自奋蹄
牛为六畜之首，不仅是人类的朋

友，也是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踏实奋
进的精神象征。

为民服务：孺子牛
“孺子牛”的典故，出自《左传·哀

公六年》，原意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分疼
爱。鲁迅先生在 《自嘲》 诗中旧典新
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使“孺子牛”的精神得以升华。

人们用“孺子牛”来比喻心甘情愿

为人民大众服务、无私奉献的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系人民、
务实为民，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创新发展：拓荒牛
臧克家曾作《老黄牛》一诗：“块块

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老牛亦
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新时代惟
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拓荒牛”精神与敢于开拓创新、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精神息
息相关，与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敢于破旧立新、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一脉相承。

艰苦奋斗：老黄牛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

阳”，说的正是老黄牛的精神，是勤勤恳
恳、埋头苦干实干者的化身，是忠于职
守、任劳任怨的劳动者的典型，也是吃
苦在前、甘于奉献的写照。

老黄牛精神弘扬忠诚和实干，“道虽
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吃
苦耐劳、甘于奋斗、持之以恒、坚韧不
拔、不屈不挠，啃最难啃的骨头、挑最
重的担子，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能
始终坚定信心，目标不变，信心不减。

初生牛犊不怕虎，老牛尚且自奋蹄！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

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新时代呼唤九牛爬
坡，个个出力；不辱使命，行稳致远！

陈忠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牛”
牛，对中国人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它象征着大

气与富足，不仅寓意勤劳与奉献，更守得家国平安，是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

那么，在历经数千年风雨锤炼打造出的中华民族基
因中，牛，凭什么最特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