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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2022年是虎年。在我国的民俗
文化中，有着悠久丰富的崇拜老虎的历史。请问您
民俗文化中的老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崔月明：在民间文化中，老虎象征着权威，寓意
着吉祥，是兽中之王。过去，条件好的人家都会在
厅堂正中悬挂一幅《下山虎》，以此镇宅辟邪。孩子
出生至六岁“小扎根”，用具及身上装饰穿戴不离
虎：虎枕、虎帽、虎头鞋、老虎袖、老虎兜肚。有的地
方专门在新生儿的床头挂一张虎画镇邪，还有的人
家用“虎”字给孩子取名：大虎、小虎。端午节要用
雄黄粉在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象征老虎的“王”字，
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希望孩子百无禁忌、平
平安安，也寓意孩子长得像小老虎一样虎头虎脑、
虎虎有生气。

人们也惧怕虎，特别惧怕白虎，东海黄公以赤
金刀厌白虎的传说便由此诞生。晋干宝《搜神记》
中写道，“鞠道龙善为幻术。尝云：‘东海人黄公，善
为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
度。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金刀往
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后西京（长安）周
围将此事作为戏剧题材，汉朝的皇帝用这个故事作
角抵戏。总之，在不同的语境中，老虎的形象各有
不同，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取。

中国环境报：虎年有哪些特别的习俗？

崔月明：每个生肖年，人们都会借助该生肖的
特点，表达自己的愿望。

在古人心目中，老虎是极具阳刚之气的动物，
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当作是权
力和力量、勇敢与威严的象征，认为它能够驱除一切邪
恶。人们希望得到“虎神”保佑，希望自己像虎一样坚
强威猛，经常用“龙腾虎跃”“生龙活虎”“虎虎生威”

“如虎添翼”等词语来表现人充满生机和活力。
十二生肖中，只有虎被当作门神，人们会在除

夕将它的画像贴在门上，用于看守门户、镇邪驱
妖。西周《周礼》中有“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的记
载；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说：“今俗法，每以腊终
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像虎
眠，以驱不祥。”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也记有

“俗好于门画虎头”的习俗。
现在北方地区也还留有新年张贴或悬挂虎图

的习俗。山西、陕西有些地方，除夕夜常以虎造型
捏老虎面花礼馍，用以祭祖或相互赠送，以求多福
多财、年年有余。江浙等地民间常在过年时，以柏
叶点铜绿，剪彩绒为虎形，扎成“老虎柏子花”，花边
上缀小虎，称“子孙老虎”，互相赠送，寓意多子多
福、平安吉祥。福建漳州一带，常在春节悬挂《五福
图》，画上有 5 只猛虎(“虎”和“福”谐音)坐在聚宝盆
边，表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临门、
大吉大利。

中国环境报：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的
民俗也有不同。各民族各地区中都有哪些与虎有
关的习俗？

崔月明：有关中国虎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因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同。

人们认为虎是孩子的保护神。在陕西，有小孩
满月送布老虎的风俗。小孩满月时，舅家要用黄布
做一只老虎送给外甥，走进外甥家大门时，要将布

老虎的尾巴剪下一节扔到门外。送布老虎意为孩
子长大后像老虎一样强壮威猛，剪掉一节虎尾，寓
意孩子将来免灾免难。在山西，外甥生日时有舅舅
送虎枕的习俗。在东北，鄂伦春族小孩佩戴虎爪和
虎牙以驱鬼辟邪。

陕西还有结婚“挂老虎馍”的风俗。迎新娘之
前，男方的舅家要蒸一对老虎馍，用红绳子串起来，
等把新娘接到家，便将老虎馍挂在新娘的脖子上，
进入新房后取下，新郎新娘一人一个吃掉。老虎馍
有公母之分，公老虎馍的头上有一个“王”字，表示
男子要当家为王；母老虎馍的额中有一对飞鸟，表
示妻随夫飞。每个老虎脖子前还有一只小老虎，寓
意新人早生贵子。

一些彝族聚居区从农历正月初八日落时开始，
到正月十五日出时结束，这期间要举行请虎神、跳
虎舞等庆祝活动。正月十五为“送虎东归日”，这天
酉时开始，扮演虎神的人口念吉祥语，到各家拜贺。

中国环境报：很多人都说，年味越来越淡了。
对此您怎么看？现代人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文
化中，找到失落已久的年味？

崔月明：中国人过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过
去因为物质匮乏，吃穿相对平时差距很大，只有在
过年的时候才能有一些平时难得的物质享受。大
人们忙碌了一年终于可以休息几天，走亲访友；孩
子们早早就期盼新年能穿上新衣服，长辈给压岁
钱，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虽然没有什么娱乐项
目，但亲戚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年味真
的很浓，人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

现在，从物质生活来看，可以说是天天过年，甚
至比过年时还更好。我认为物质条件的丰富、多元
文化的出现是“年味”变淡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年
味中包含了浓浓的精神因素，年味就不会被物质条
件冲淡。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找回失落
已久的年味，我也是这个观点。这需要政府和社会
组织做出努力，创新社会民俗与家庭民俗衔接，多
组织一些传承传统节俗的活动。比如现在有很多
社团走进社区，为广大居民义务写春联，举行新春
团拜会、茶会话；很多城市在主要街道和场所悬挂
灯笼、彩灯以及大型花灯，就非常好，很受欢迎。

随着生 活 节 奏 加 快 ，人 们 缺 少 闲 暇 和 娱 乐 ，
精神世界出现浮躁、压抑，内心深处都渴望返璞
归 真 ，找 回那种亲情交融欢乐祥和的“年味”。鉴
于此，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把传统中具体的年节
民俗事项传承发展，比如年画、舞龙、舞狮、庙会、花
灯、踩街、闹元宵等可以营造
年节祥和氛围的传统民俗项
目 ，不 断 丰 富 春 节 文 化 的 精
神 内 涵 和 表 现 形 式 ，让 春 节
成为百姓聚集深厚民族情感
的纽带。

我对虎最早的印记，是四十多年前，与
母亲去济南看望当兵的二哥。二哥属虎，那
次，他带我去了济南的金牛公园。在虎山，
第 一 次 看 到 了 成 语“ 生 龙 活 虎 ”中 的“ 活
虎”。虎斑斓的条纹，威猛的身姿，尖利的獠
牙，让人震撼。从此，我对虎作为山兽之君、
百兽之长的称谓不再怀疑，理所当然地坚信
了它兽中之王的地位。

虎作为守护神，一直延续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里。虎既寓意着吉祥平安，也象征着勇
猛、震慑和无畏，它被赋予驱恶镇邪的威力，
也有祈福承喜的含义。因而，在中华民族的
原始宗教中，虎被尊崇为万能守卫之神。

在故宫里，有四块一组的画像砖分别刻

画 了 青 龙 、白 虎 、朱
雀、玄武形象，古人将
它 们 视 作“ 四 神 兽 ”，

既表示季节和方位，也是辟邪求福的吉祥
物，虎被列位在守护四方的神兽之中。

虎也是天上的星宿之神，是天门的守护
之神。道教创始人张道陵骑虎、执剑、驱邪，
为人间除妖灭病，虎在道教中是通灵的神
使，道家的经典称为“龙虎经”，道家的炼丹
称为“龙虎丹”，都是崇虎的体现。

千百年来，古人刻画出了千姿百态的
虎，刺绣于征战的军旗上，也雕刻在皇宫贵
族的玉器和木器上。上自皇宫，下至民间，
都以不同的虎形象来表达勇敢和吉祥，祈求
平安与幸福。

相对于龙，虎更接地气。在民间，农家孩
子的虎头鞋、虎头衫、虎头帽，虽是用粗布做

成，用粗彩线缝制，但那些对孩子逢凶化吉
的期盼，都在密密麻麻的一针一线里呈现。

适逢中国虎年春节，在日前开幕的北京
冬奥会上，来自太行山革命老区河北保定阜
平县城五所乡村小学的 44 名孩子，他们穿
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从大山里虎灵虎气地
走来，用希腊语演唱着庄严的奥林匹克会
歌。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仿佛天籁，又似乎是
带着坚毅、自信和吉祥出山的小老虎。他们
会一天天长大，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而当中国代表队出场，一身中国红，一曲《歌
唱祖国》的旋律，运动员们又以虎虎生威、如
虎添翼的姿态走向赛场，让中国虎的元素，
展现出新的风采。

正是虎气腾腾的一代代中国人拼虎劲、
靠敢干、肯奉献，才收获了人们安居乐业的
幸福平安。

去年秋天，国家邮政总局要我为虎年生肖邮票配
一副对联，用在“赠送版”上，送给订购邮票年册的人。
邮票图案寄来共两枚，我一眼就认出，上面的图案是家
乡的“东北虎”。

小时候一哭闹，大人就说，还哭？小心让大老虎听
见。还没见过大老虎长得什么样，就被吓得止住了哭
声。

其实，小孩子还是很喜欢老虎的。过年了，穿上虎
头鞋，带上虎头帽，男孩子就愿意让人夸“虎头虎脑”。后
来，不知怎么，小说、戏剧、评书、相声，铺天盖地的“武松打
虎”，误导了人们，仿佛猎杀老虎是彰显天理，为民除害；
直到中国的虎种几乎只剩下东北虎，而东北虎也难见
踪影的时候，才意识到必须保护这“山中王”了。

保护老虎，是保护人的朋友，保护人的情感，保护
人的追求。翻开成语字典，里面有许多催人奋进的词
汇，都是和虎相关的：生龙活虎，虎啸龙吟，虎跃龙骧，
虎踞龙蟠，龙行虎步……仔细想来，就连“放虎归山”

“与虎谋皮”“为虎作伥”里的虎，都不那么让人生厌
了。幸好人类醒悟得早，近年关于东北虎的信息多了
起来，有心人录制了真实可靠的虎影、虎群，人们对于
虎的矛盾感情，又逐渐偏回热爱与敬畏。

沿着生态变化这一思路，我的对联写成：
虎踞春山观锦绣
家临吉水旺儿孙
第一枚邮票叫“国运昌隆”。一只威风凛凛的东北

虎立在山岗，虽然是静态，我却给了它一个“动作”，就
是“观看”。虎的视力极好，想像中，它看到了近处的森
林，远处的农田，四围的花海，无尽的风景。生态优美

的锦绣江山，才是我们祈盼的国运昌隆。
第二枚邮票叫“虎蕴吉祥”。还是拟人化，还是说

环境：老虎洞就在吉祥的水边，这水，如天然矿泉水般
清泠洁净，可以放心饮用。这环境利于生物繁衍，虎子
虎孙自然兴旺。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古人留下的成语——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虽是比喻深入困难境地，才能取得成
果，可当年班超说这话，怎么会想到去抓虎洞里的虎仔
呢？可见，“恶虎”的骂名由来已久。旧小说中的恶霸，其
绰号多与虎关联；现今的大贪官，早就成了该打的“虎”。

然而，更多时候，虎是一种敬称。继亚洲四小龙之
后，广东有四小虎（东莞、中山、南海、顺德）、苏南有五
虎（无锡、江阴、张家港、常熟、武进），高僧、将军、教师、
篮球运动员都可以称为“四虎”“五虎”……据说，不少
人家想在虎年生个虎仔，或者虎妞。

说句“公道话”，老虎最早不是“吃人”而是“吃鬼”
的。传说古时东海有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树，其东北有
门洞，众鬼出入。荼和郁垒二神把门，见有恶鬼，便以
苇索捆上，丢给门旁的老虎吃掉。后来，荼和郁垒，演
化为桃符，进而成了过年时节贴的春联了；虎，与“福”
谐音，也随之走进千门万户。

如虎添翼，形容做事情得到极大的帮助，仿佛给老
虎添了一对翅膀，可以飞起来，更高更快。我们要做
的，应该是“为虎添翼”，为它插上两只翅膀：一只翅膀
叫做生态环境，“虎踞春山观锦绣”；一只翅膀叫人类关
怀，“家临吉水旺儿孙”。

（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楹联学
会主要创始人）

我的故乡在京西一个“龙凤呈祥、虎踞
龙盘”的小山村里，村名叫东宫。村里有像
虎的山、像虎的石，比如老虎梁、老虎石、外
虎坑、虎头……关于虎的传说，一直流传到
现在。

小山村有一个老虎驮石碑的传说。其
实，是两块矗立在不同位置上的石头。一块
石头叫老虎石，形状酷似一只卧虎，且个头
也和真虎相仿，它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架
势，像是要扑向看准的猎物。但请放心，它
不会“伤人”，因为在不远的石林中，还有一
块酷似石碑的石头，有棱有角屹立着，这石

头就叫石碑石。
相 传 当 年 有 一 只

老 虎 ，常 常 伤 及 人 与
兽。后来，上天便将那
老虎变成了一块石头，
且用一块石碑立在它
头顶上方，与它近在咫
尺又遥遥相望。石碑
像一个哨兵，昼夜看守
着老虎，老虎便不敢再
下山了。传说也正是
这两块石头，镇守着那
一带的老虎。

至于外虎坑，也有
一个传说。说是当年
有一个羊倌伤害了山

洞里的虎崽子，老
虎发现后，欲把羊
倌吃掉。羊倌爬
上 了 一 棵 苦 梨
树。老虎便猛啃
那苦梨树，由于树干太苦了，老虎就去小河
沟涮嘴，喝水。也正是在这个功夫，羊倌把
皮坎肩脱下，赶紧下树逃离。

东宫村有一口古井，井水甘甜、清纯。
关于这口井，也有一个与老虎有关的传说。
听说当年高家老奶奶眼神不好，常常独自去
那井泉里用葫芦抱水。许多次，高老奶奶发
现那井台上有一头老狸牛，俯身喝井里的
水。喝罢水，老奶奶便拽着牛尾巴，将那牛
送到山沟里去。后来才知道，牛不是牛，而
是一只老虎。可见那时生态好，虎亦仁义。

老虎是与文化连在一起的，人类与虎也
联系在一起，比如形容谁家的小男孩长得
好，往往会用“虎头虎脑”；说哪个小伙子壮
实，爱用虎背熊腰。传说当年有个妇女，带
着她的小儿去锄地，一只老虎发现了这娘
俩，欲吃掉那妇女。可老虎虎视眈眈，定睛
一看，那小儿披挂着虎头帽、虎头鞋，活生生
像一只小老虎。虎毒不食子，那老虎便逃之
夭夭了。

虎文化渗透到千家万户，渗透到人们的
骨子里去了。甚至有个算命先生当年给我
算命，说我长着一个虎鼻子，属贵相。

一山不容二虎，据说一家人不能有两个
属虎的。我大哥是 1950 年的虎，我小弟是
1962 年的虎，算是巧合吧。遗憾的是，小弟
才 三 两 岁 ，因 患 软 骨 病 高 度 缺 钙 ，从 而 夭
折。据说这是他属虎的缘故。

好在是我大哥这个属虎的人，一直是虎
虎生威的样子。今年是他的本命年，都 72
岁了，还担任着敬老院的院长。当年他当生
产队长时，拿出猛虎的精神，带领乡亲们修
了一条盘山路，从而让汽车能够开到东宫村
的场院里。站在那场院里，便可望见那老虎
驮石碑的山石，望见那座像虎头的山。

后来，小山村被搬迁了，没了人烟。可
关于老虎的传说，人们还记在心间。那口据
说是老虎常常去饮水的井泉，泉水依旧映照
着日月山石和白云蓝天。

我十余年欲淘换一套十二生肖石头，那
年总算碰上了一只活灵活现的灵璧石小老
虎。可遇而不可求。我与这小老虎相看两
不厌，还特意写了一首诗。

如今，虎不再是传说和眼前这块石头。
此前不久，野生东北虎大模大样地出现在了
人们的视线里，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

听民俗学家讲
虎年那些事儿 为

虎
添
翼

◆

常
江

虎的传说
◆高国镜

虎报平安
◆郭宗忠

民俗是一种亲和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
情感。它是一种朴素的“仪式”，承载着深厚
的生命情感和精神传统。

值此虎年春节，本报记者独家对话江苏
省连云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崔月明，来
听他讲讲关于虎年的那些民俗文化。

◆本报记者王琳琳

◎崔月明，江苏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连云
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委
员会俗语专家组成员、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委
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民间
文学和民俗研究。

近日，因“过分”可爱频频上热搜
头条的，无疑是冬奥顶流“冰墩墩”
了。或许很多人并不熟知，“冰墩墩”
身上还有环保元素。本报记者日前
专访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设计团队负
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听他
解读“冰墩墩”的神奇魔力。

简约大方，就是一种环保

“‘冰墩墩’的原型起初并不是熊
猫，经过长达 7 个月的修改，在冬奥

组委的专家和领导支持下，在优秀文
化的加持下，一步步变成今天我们所
看见的‘冰墩墩’形象。”曹雪介绍，“冰
墩墩”身上裹着一层“冰壳”，并将奥运
五环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元素引
入到设计中，最终诞生了一只有着圆滚
滚的身子、形态憨厚可掬的熊猫。

过去，设计吉祥物形象时更加注
重中国传统视觉元素的加入，希望可
以传达更多的文化内涵，但是曹雪却
认为，“纵有万般理论都抵不过一眼
之别”。曹雪向记者解释说，作为视
觉艺术产品，不能仅靠文字描述让人
产生购买欲，即使赋予再多的象征性
与文化性，若不能让观众一见钟情，
吉祥物身上的文化属性皆成空。

曹雪告诉记者，“冰墩墩”其实是
一个憨态可掬的低龄熊猫的形象。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熊猫本身
就深受喜爱，再加上这是一只熊猫宝
宝的形象，可以说是在可爱之上又多

了一层可爱。
曹雪认为，北京冬奥会将绿色办

奥理念贯穿始终，“冰墩墩”身上干干
净净，周身主色调以黑白为主，没有过
多的视觉元素，简约大方，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就是环保的。这样一只穿着冰
壳的熊猫宝宝给人温暖可爱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冰墩墩”能成为走向世
界的冬奥会宣传大使与友好大使。

据了解，成为冬奥会特许商品生
产商需要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或省级以上相关部门质量、环
保检测达标。

动态形象赋予灵动生命

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冰墩墩”
的粉丝遍布全世界。

运动员们希望通过比赛多赢几
个“冰墩墩”，各国记者也纷纷陷入

“冰墩墩”的可爱中无法自拔……“冰

墩墩”如此火爆，使得北京冬奥会特
许零售商店开门后仅 10 分钟就卖空
所有“冰墩墩”周边商品。

当记者向曹雪问起如何看待北
京王府井排队数小时购买“冰墩墩”
的现象时，曹雪说道：“人们在寒风中
等待，就是为了最后一刻手上能捧起
一份温暖。”

“在开幕式前一两天，尤其是开
幕式后，‘冰墩墩’突然如此火爆，是
我们团队始料未及的，我们的心态也
由激动变成了感动。”曹雪站在设计师
的角度对“冰墩墩”的火爆进行了解
读。在“冰墩墩”卡门、“冰墩墩”抖雪
等刷屏视频的加持下，人们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 冰 墩 墩”的可爱，平时静
态的“冰墩墩”瞬间变成有血有肉的
动态形象，更加激发大众的感情。

曹雪表示，希望通过“冰墩墩”向大
众传递爱与温暖，这是很多文字语言达
不到的效果，也让“冰墩墩”拥有了生命。

本报专访“冰墩墩”设计师曹雪

冬奥顶流冬奥顶流““冰墩墩冰墩墩””藏有哪些环保元素藏有哪些环保元素？？
◆本报见习记者张韵晨

图片新闻

2022 年北京龙庆峡冰灯冰雪季近
日在延庆区龙庆峡开幕。本届冰灯冰
雪季以“与冬奥同时，与中国同步”为主

题，分为彩灯展区、冰灯展区及娱乐区
三大区域，各式冰灯、花灯将龙庆峡装
扮成绚烂的灯海。 赵晓宇摄

图 为 前 门 大 街 上 的图 为 前 门 大 街 上 的
““冰墩墩冰墩墩”。”。张黎摄张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