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十二生肖中，对古人生活影响最大的
动物非鸡莫属。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
晨”。在没有现代钟、表一类计时工具的古
代，公鸡在早晨打鸣这一习性，对生活在农
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鸡司晨”，古代作品中多有描写。
《诗经》中有一首郑国民歌《女曰鸡鸣》，开
头即说：“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大概意

思是，妻子说鸡都打鸣了，赶紧起来吧，可躺
在床上的丈夫说天还没亮呢，想多睡一会
儿。可见，早在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
来安排作息了。

不仅农人“鸡鸣而起，日出而作”，国君
也是以“鸡鸣”为时间节点来安排作息。《诗
经》中的《鸡鸣》就曾描写过齐国贤妃提醒国
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先秦周朝还

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皇家
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就
是这个原因。

古人还曾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
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一类书法作品即是
以“鸡”励志。此事见于《晋书·祖逖传》，一
次祖逖和好友刘琨“共被同寝”，半夜听到野
外鸡叫声。半夜鸡叫确是烦人，但祖逖对刘
琨说：“此非恶声也。”便用脚踢醒他起来，舞
剑健身，从此有了“闻鸡起舞”一说。

鸡这种家禽为什么得名“鸡”？就是因
为有这种打鸣功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铉的话称：“鸡者稽
也，能稽时也。”鸡守时、鸣叫准时，鸡鸣了天
就快亮了，故称“雄鸡一唱天下白”。由此，
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

畜、长鸣都尉等。
需要注意的是，司晨是公鸡的事情，如

果是母鸡打鸣，古人会迷信地认为是不祥之
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
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京
房《易传》即称：“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
鸣，主不荣。”

引发争议

每年1月16日，西班牙圣巴托洛梅·
德皮纳雷斯小镇的民众都会骑着马穿越
火海，庆祝传统节日圣安东尼节，然而这
一传统引起了动物权益组织的反对。动
物保护组织提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
传统已经过时了，强迫动物穿过其天性害
怕的火焰，是残忍的行为。

寿星熊猫

1月17日，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
流中心饲养人员在给“巴斯”喂食特制的
2017贺岁蛋糕。当日，现存圈养最高寿
的大熊猫“巴斯”在海峡（福州）大熊猫研
究交流中心与媒体见面。“巴斯”为雌性，
是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1980

年出生于四川省宝兴县，今年已
经37岁。 （本报综合）

狐狸冰雕

严寒近日横扫欧洲大陆，多国气温骤
降，防寒形势严峻。在德国巴登·符腾堡
州，出现了一幕奇特景象：一只狐狸不慎
掉入多瑙河中，竟然全身被冻住成了冰
雕，被人发现后切割冰块，推上岸来。据
推测，狐狸可能是在觅食时踩上冰面，但
冰面裂开使其落入河中，最终被冻死。

惊呆居民

近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野生动
物保护区，一只短吻鳄在人行小路上缓慢
爬行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这只绰号

“驼背”的庞然大物与游人近在咫尺，鳄鱼
庞大的身体令当地居民和网友们印象深
刻。该视频由基姆上传至“脸谱”网，播放
次数目前已超过1.8万次。

世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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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在古人眼里除了司晨，还能辟邪。古
人认为，作祟的鬼怪怕雄鸡，只要一打鸣，鬼
怪就吓走了。《山海经·中山经》中，便多次提
及用鸡来辟邪的现象：“用一雄鸡，禳而勿
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南朝梁宗懔
在《荆楚岁时记》中也曾记载，正月初一这
天，“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
鬼。”在纸帖上画只鸡，贴在门上，并把苇索
悬挂在鸡画上面，两边竖桃符，据说这样各
种鬼怪都会害怕，进不了家门，以保佑家人
平安，此即所谓：“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
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其实在秦汉时已有在门上贴老虎避邪
的习俗，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画虎”

条称：“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
也。”但到了南北朝时，鸡的地位已大大提
高，人们便以鸡代虎了。有趣的是，在“帖画
鸡户上”之前，民间还有在门上贴“酉”辟邪
的现象。而在十二生肖中，“酉”与“鸡”配
对，这也许并非巧合，应该有某种民俗学上
的联系。

古人认为鸡能辟邪，与“鸡崇拜”风俗有
关。迷信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为主管日
出的“天鸡”。唐《艺文类聚·鸟部中》“鸡”条
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
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的鸣
叫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
怕鸡这种“火阳精物”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
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
《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秖支
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
状如鸡，鸣似凤。”

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鸡，隐指尧的接
班人舜。据《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
曰重华。”所谓“重华”即双睛在目，每只眼里
有两只眼球。《淮南子·修务训》进一步解释：

“舜二瞳子，是谓重明。”重明之鸟“能搏逐猛
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
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家门口，等不到它，“或
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
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王嘉认为，民间画鸡

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当然，鸡能辟邪只是一种寄托平安的迷

信说法，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鸡文化对古人的
影响确是深刻的。

过年时门上为什么要贴“鸡画”？

《艺文类聚》云：“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

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尽管“鸡文化”与龙文化、虎文化相比似乎没那么高大上，

但对古人生活的影响更直接。如鸡司晨，形成了千年不变的“鸡鸣而起”作息方式，追求进步会“闻鸡起舞”；
鸡还是辟邪和吉祥的化身，古人过年时门上要贴“鸡画”使“魅丑类自然退伏”。而且，在古人眼里，鸡还被视
为一种“德禽”，具有“文、武、勇、仁、信”等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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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是怎么得名的？

《本草纲目·禽部》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如在
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
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

“功（公）名（鸣）富贵”。“鸡”谐音“吉”，古人
认为鸡年就是“吉祥之年”。

从民俗学上来讲，鸡作为吉祥物，有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
凤呈祥”，“凤”与“龙”一样，是古人想象出来
的动物。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

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凤形象是从距今

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作
品上的多足“双鸟”，双鸟间是一个象征太阳
的圆圈，保守者释为“双鸟朝阳”。有学者则
断定这是一种凤鸟，应称作“双凤朝阳”。这
两只“凤鸟”很像鸡，或者说是鸡属鸟。

“双鸡朝阳”是古人鸡崇拜和太阳崇拜
观的综合反映，而从东汉画像石上发现的

“日中三足乌”，则进一步证明“凤为鸡属”的
可能性，那个三足乌极似一只擅鸣的雄鸡。

“日中三足乌”的传说在秦汉时多有记载，
《淮南子·精神训》里则称，“日中有踆乌，而
月中有蟾蜍。”三足乌、踆乌是“太阳鸟”的不
同说法，它实际上是“金鸡”。明杨慎《艺林
伐山》中在谈到十二属相时即称：“日中有金
鸡，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在古
人心目中，日月是相提并论的，既然月中是

“卯兔”，那么日中对应的就应该是“酉鸡”。
当然，太阳里是不可能有鸡、鸟等动物的，现
代天文学家认为，这是太阳黑子暴发时，被
古人观察到后继而神话成一种天象。

在古文献记载上，也有凤即鸡的说法。
《山海经·南山经》所记的丹穴之山上，“有鸟
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
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这里的“凤凰”到底是不是鸡？仅从“其
状如鸡”还不能肯定。

如果说《山海经》所记还有可疑之处，那
《太平御览》所引汉李陵诗:“凤凰鸣高冈，有
翼不好飞”，则证实了凤凰就是鸡的推论
——能打鸣，有翅膀却不能飞，这不就是公
鸡么！因为凤凰本来就是鸡，或者说是一种
被神话了的鸡，所以才有了俗话说的“鸡窝
里飞出金凤凰！”

其实，凤凰的别名就是鶤鸡。《山海经·
览冥训》中有这样的说法：“轶鶤鸡于姑馀。”
东汉学者高诱就此作注称：“鶤鸡，凤皇（凰）
之别名。”《尔雅·释兽》则认为，“鸡三尺为
鶤。”北齐刘昼《刘子新论》的观点有所不同，
他称“楚之凤凰，乃山鸡。”山鸡古称“雉”，雉
是早期的凤凰形象。可见，传统的“龙凤呈
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
凤凰差。鸡被古称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
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
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
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

“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
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哦！（本报综合）

“龙凤呈祥”里的“凤”是鸡吗？

《太平御览》曰：“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