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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神兽小伙伴们（二）
吕增兴

老虎被人们称为“百兽之王”，它体型雄伟，色

泽斑斓，性情凶猛，力气大，是世界上极其珍贵的动

物之一。据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统计，20世纪50年

代，全世界约有10万只野生虎。现在估计只有5，000多
只，而且数量有下降的趋势。

在中国境内生活着两个亚种：一个是东北虎，一

个是华南虎。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种虎在中国分

布极广。以华南虎为例，当时的云南、贵州、四川、广

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和河南等省

（自治区）都有分布，但如今多年未见踪迹。东北虎也

只有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少有分布且极其罕见。

老虎是食肉类动物，凡是有虎的地方，大都有

麂、鹿、狍、野猪、野羊等中型食草动物，虎以这些动

物为主食，生物学上叫“食物链”。但虎和狼却水火

不相容。狼在没有虎的地方，可以称王称霸；而当虎

占上风的时候，则销声匿迹。老虎捕食的方法是十

分巧妙的，它凭着自己敏锐的听觉和嗅觉，先在树木

丛中潜伏起来，待猎物走近时，骤然跃起，迅雷不及

掩耳般猛扑过去，用尖锐的牙齿咬断猎物的喉管或

颈椎骨，使猎物倒毙，然后再肢解进食。其食量相当

大，一只饿虎在一个晚上可以吃下重达40公斤猎物的

肉。如果捕获了一只大动物，在饱餐一顿以后，在数十

天之内可以不再吃任何东西。

据考证，老虎发端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以

后向南和西南方扩散。动物学家在生态学方面发

现，虎习惯于严寒，不敢在晒得发烫的地面上行

走。中亚细亚的老虎，也是不怕冷的。近年许多学

者研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孟加拉等地的老

虎，都是由北方迁徙去的；在10，000多年前，老虎在

这些地方还没有狮子多，而在台湾岛、海南岛、斯里

兰卡岛等岛屿上，在有金钱豹和云豹的时候而没有

虎，可见老虎到达南方的时间是远在这些岛屿与亚

洲大陆分离之后。

写到“龙”和“麒麟”的时候，说到它们与凤、龟、貔貅，并称我国古代的“五大瑞

兽”。这个说法，顿时点燃了同学们的兴趣，因为这个说法可能是很多同学第一次听到，所以

觉得只讲其中两个，有些意犹未尽。今天我们就把剩下来的三个瑞兽的故事讲完。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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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2020年初，作家郭红与周国平夫

妇带着儿子叩叩前往美国，探望读大学的女儿啾

啾，却因为疫情滞留在美国长岛。在等待归国的日

子里，一家人过上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日子。

最初的焦虑忧惧释放后，人慢慢定下

来，忽然有了时间放空，生活本然的一面也随

之浮现。像面对初识的人一样试着了解新的居

所，像写文章一样寻找灵感、筹备三餐，看翻

涌激荡的云与飓风过后深邃湛蓝的天，躲在

窗帘后“监视”偷吃了南瓜苗的獾……点滴“无

意义”的日常，构成了平凡生活中最真实的可爱

与快乐。

生活跳脱出原本的轨迹，伴随而来的是对

于自我、家人、人生与世界的思考。面对世事的变

迁，学会随遇而安；看着一双儿女飞速成长，甘愿

充当他们人生中的配角。环境越是变幻无常，越

是要找到稳定恒常的锚点。无论身处何处，对自

然的内在应和，对亲情的温暖体悟，对过往的珍

重之心，都彼此相通。

结束长岛的旅居，迎面而来的是熟悉而又

崭新的生活。

百兽之王的老虎
谈宜斌

百鸟唯凤首是瞻

“凤”这个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为远古祭师用来

祭祀通神的一种完美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它头顶

华冠，羽披百眼，形似今日孔雀；雄的称为“凤”，雌的称为

“凰”，后“凤”引申为有圣德的人、乐器、音律等。

因自然界中无凤凰这种鸟，我们只能从古代的有

关典籍中领略凤凰的形象美姿，如《尔雅》郭璞注：“鸡

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山海经

南山经第一》：“其状如鸡，名曰凤凰。”

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

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来。凤凰也是中国皇权的象

征，凤常和龙一起使用，凤从属于龙，常用于皇后嫔妃，龙

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

但凤凰并没有西方的不死鸟--菲尼克斯浴火重生的能

力，至于凤凰涅槃的说法最早是出现于郭沫若的诗中。

神龟长寿，似无尽时

龟与龙、凤、麟合称四灵，而在四者之中，龙、凤、麟

都非现实存在的神话动物，而龟却是其中唯一现实存在

的爬行动物。龟被人们看做是吉祥如意、刚正不屈、先知

先行的动物。龟又是长寿的动物，自然环境中有超过百年

寿命的。长久以来，它与鹤同为长寿的象征，常以龟龄鹤

寿来喻长寿。    
早期的原始社会，已经开始把龟作为一种家畜进行

驯养，在古代龟甲用来占卜，龟被视作为能够为人与天地沟

通的媒介，早期的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龟甲不仅能够用来占

卜以及刻写文字，还能作为药物使用，传承至今。商朝龟

甲上所记录的文字又被称作为甲骨文，是中国文明考古工

程的重要发现之一。

同学们学业虽然较忙，但如果一定要养只小宠物的

话，老师建议把龟当做首要选择，因为龟耐饥渴，不需要

每天都进食，这意味着养龟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和精

力，却能够在忙碌的学习之余享有片刻的宁静与平和。

居家出行，辟邪必备“貔大虎”

貔貅（pí xiū），别称“辟邪、天禄、百解”，俗称“貔大

虎”，是中国古书记载和民间神话传说的一种凶猛的瑞

兽。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貔貅是有六只脚的猛兽。更

详细的记载说，貔貅的外貌形态像老虎，这可能也是它

“貔大虎”称号的由来。也有说它像熊的，毛色是灰白色

的。貔貅身形如虎豹，首尾似龙状，其色亦金亦玉，其肩长

有一对羽翼却不可展，且头生一角并后仰。在古时是分一

角或两角的，一角称为“天禄”，两角称为“辟邪”。我们现

在见到的貔貅造型多以单角为主。

貔貅曾为古代两种氏族的图腾。传说因帮助炎黄二

帝作战有功，被赐封为“天禄兽”即天赐福禄之意。它专

为帝王守护财宝，也是皇室象征，汉武帝将其封为“帝

宝”。每逢新春元宵佳节或喜庆之日，广东湛江的吴川市

梅菉头的群众都要舞貔貅舞，类似于舞狮，或配合国技

武术队伍和各式飘色，共同游行表演庆贺节日，以祈福驱

邪，保佑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