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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鸡迎晓日，黄犬唤春风。农历戊戌年是
狗年。在中国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中，关于狗的知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古代各阶层普遍养狗。人类自从创造文
字开始，就有了关于狗的文字记载。《殷虚文
字类编》中有狗的象形文字，《诗经》中有“无
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的诗句。古籍中狗的
别名很多：狗崽叫“犹”，善斗的狗叫“猁”，善
捕猎看田者谓“良犬”。《周礼》称养狗的人为

“犬人”。汉代开始设训管狗官职叫“狗监”。
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亦曾在狗监中任过职，
如李延年就曾“给事狗中”，文学家司马相如
得见汉武帝，与他有一位任事狗监的同乡杨
得意有很大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再入
龙楼称绮李，应缘狗监说相如”和王勃的“汉
廷狗监深知己，有日前驱负弩归”的诗句，说
的即是此事。汉武帝甚至为狗修建了“犬台
宫”。《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
去长安西二十八里。”“犬台宫”外又建筑了

“走狗观”。汉代史籍中经常以“鸡鸣犬吠之
声”来描述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狗的存在
和进化都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对于它，西方人用精美的艺术作品加
以歌颂，而且还视其为最忠实的守护者。可
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狗始终有着不高的
地位，甚至背负了过多的恶名。如骂人说狗
娘养的，狼心狗肺的家伙，狗汉奸等。与狗
有关的成语俗语十有八九含有贬义，如狐群

狗党，猪朋狗友，狗盗鼠窃，鸡鸣狗盗，行若狗
彘，狗血淋头，狗尾续貂，狼嗥狗叫，狼心狗
肺，狗屁不通，偷鸡摸狗，猪卑狗险，狗仗人
势，狗急跳墙，狗苟蝇营，狗皮膏药，狗头军
师，鸡飞狗跳，狗眼看人低，挂羊头卖狗肉，狗
屎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正席，狗拿耗子多管
闲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可以说中国
文化对狗是极尽羞辱挖苦之能事了，现在
该是为狗正名的时候了。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忠于职守，
忠于饲养它的人，而且懂得感恩。狗很勇
敢。狗在看田、守户、牧羊、狩猎等方面，都
充分表现出这一特性。

狗很聪明，懂得讨好主人及其朋友，是
人的得力助手。《论衡》曰：“亡猎犬于山林，
大呼犬名，其犬呜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
呼而应者，识其主也。”《秦记》云：“秦襄公时
有天狗耒狗枷堡。凡是有贼，天狗吠而获之，
一堡无患。”晋朝的陆机因事被隔阻在京城
洛阳，就由他的家犬来往京师和故乡之间传
递书信。狗的听觉和嗅觉非常灵敏，远远超
过了人。人充分利用狗的这种特殊的天赋和
机智勇敢、忠实可靠的特征，专门训练军犬、
警犬，把狗用于军事、侦破案件等方面，使狗
成为人的得力助手。

古人视狗为祥贵之物。在历代“祥瑞
志”中，狗都被列为祥瑞富贵之物。古代阴
阳学家说狗在二十八宿里属金，叫娄金狗。

《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许多以白狗为祥瑞和

以献白狗为贵的记载，在民间也有“王者仁
德则见白狗”的传说。

中国文化有诋毁狗的一页，也有爱狗赞
狗的一页。古人既视狗为富贵祥瑞之物，往
往以狗取姓命名。翻开一部中国古代史，以
狗取名者不乏其人。西汉桃阳侯刘向、戚夫
人所生的刘如意都别名“犬儿”，东汉梁冀有
子名“胡狗”，爵至襄邑侯。司马相如亦字“犬
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小名叫“溪狗”。至
于平民百姓取狗为名的就更多了。人们动辄
以狗取名，除取其吉祥之意外，还因为古代
社会爱狗成风，父母爱狗，故以狗给子女取
名。宋代，因宋徽宗赵佶是属狗的，宋人更是
视狗为神灵，不仅天下不宰狗、不吃狗，而且
争相以狗为姓、为名。

古代文人墨客也不乏赞美狗的诗词雅
句。”刘长卿诗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
人。”风雪之夜，那么轻轻的一声狗叫，给远归
的旅人多少温馨。古人把鸡鸣狗叫作为美丽
的田园风光的妙音，“却听山犬吠柴荆”，“隔
墙犹吠折花人”，富有诗情画意。杜甫《可叹》
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元
稹诗曰：“乌龙不作声，碧王曾相慕。”乌龙，犬
也。白居易诗曰：“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
李商隐曰：“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
茵。”梅尧臣曰：“荒径已风急，独行唯犬随。”
范成大曰：“随人黄犬搀前去，走到溪桥忽自
归。”陆游曰：“犬喜人归迎野路，鹊营巢稳占
低枝。”狗是这些诗句中的重要角色。

◆思想者营地

关 于 狗狗 的 那 些 事
汪 翔

每逢岁末年初，我都会静下心来，悉心分析一年来
的收获、得失，给自己列出一个“清单”。清单共分两列，
一列为“正面清单”，一列为“负面清单”。将两个清单进
行对比、分析，不知不觉便有所获，有所悟。这个习惯，
我已坚持多年，受益匪浅。

所谓的“正面清单”，就是自己正面的收获。以前年
为例，我的“正面清单”是：工作上，岗位操作连续365
天安全无事故，在公司技能大赛中获得第二名，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学习上，订阅了3份杂志、2份报纸，全部
读完，写了2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家庭生活上，陪着父
母、岳父岳母体检，双方老人身体健康；社交方面，帮助
2位朋友操办婚礼，辅导4位同事顺利通过技能等级考
试，成功组织了中学毕业20年同学聚会……

“负面清单”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不足、过失。还
以前年为例，我的“负面清单”是：工作上，责任心不够
强，在去年6月15日的交接班时未按照程序作业，使下
一个班的同事出现了操作误判，延误生产；家庭生活
上，很少帮爱人分担家务，去年 9月份，下水道堵了两
次，全是爱人处理的。儿子在暑假时不慎骨折，也是爱
人独自料理。父亲生日那天，老人家不同意去饭店，我
发了火，惹得父亲很不高兴；在一位同学的婚礼上，由
于太过兴奋，喝酒过量，胃出血，被一帮同学抬到了医
院……

将两个清单列出来，细细分析，禁不住欣慰又担忧。
欣慰的是，从总体上来看，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虽未
免俗，亦不失雅。虽未轰轰烈烈，亦能算得上丰富充实。然
而，问题也不少，存在的“负面因素”比较多，工作、家庭、
社交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喝酒，时常把控不住。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要尽力去克服这些“负面”。

于是，我在去年重点围绕戒酒这个“老大难”进行
攻坚，试着控制喝酒频率，减少饮酒量，减少不必要的
应酬，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转移到读书学习、家庭生活上
来。一年即将过去，效果很好，全年没有一次醉酒，读书
时间多了，身心状态也好了。

站到2018年的边上，我果断划去了“负面清单”里
的“饮酒过量”，在“正面清单”里添加了“控酒成功”。我
将新的“人生清单”交给父母和朋友看，他们都为我感
到高兴。

由此看来，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能克服自己的
缺陷和不足，化劣势为优势，化“负面”为“正面”。人生
路上，诸多不易。倘若时常检视自己的言行，定期列出
一份“人生清单”，时刻保持一份自省，便能正衣冠、明
得失、知奋进，我们的人生终将充满阳光。

◆世相漫议

剔除人生的“负面清单”
江志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笑傲江湖》里的一
句经典台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人的地方也就有

“圈子” 。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人们常常因兴趣爱好、脾

性相投、经历相似，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一定的“圈
子”， 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

朋友的孩子中考成绩不理想，但朋友还是花钱让
孩子进了全市最好的高中。用朋友的话说，成绩不是最
重要，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其实既便拥有了一个好的圈
子，若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能与之相匹配，最终也只会是

“郁郁涧底松”，还是努力提升自己，更靠谱些。
本人平时喜欢涂鸦些小文，因此与几个爱好文字

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圈子，大家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喝
喝茶，聊聊天，畅谈文意，然后兴尽而散。朋友们目的很
纯粹，不是奔着名利来的，只是为了追求那种相谈甚欢
的气氛，自然亲近而又其乐无穷。

圈子是一种资源，前段时间看过一则资讯：一个公
务员要辞职，多个公司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他们看中
的是公务员的圈子，以及他手中掌握的人脉资源。

那些正能量的圈子确实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
了很多好处。问题是，一旦形成一种拉帮结派的“圈
子”，危害就严重了。比如唐朝晚期的朋党之争、北宋的
新旧党争……这些党派之争在内耗中加快了政治的腐
败、混乱。

如今官场也存在“圈子”“山头主义”，或是争名夺
利，任人唯亲，或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一旦有人落马
往往会牵扯出一大串。事实证明：“靠山”会倒，“圈子”
会散。敬畏纪律、严守规矩，才是正道。

圈子这个词无所谓好坏，起关健作用的是圈子里
的人。我的家乡有句老话：随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
跳假神。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和勤奋的人在一起，就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就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自然会增强悟性。

有的人在不同的圈子里进进出出，有的人在圈子
里八面玲珑，有的人在圈子里很累，活得很没有自我。
有时候，远离圈子，与亲近圈子一样重要，它能让人活
得安静。这个道理，不活到一定的份上，还真不会明白。

闲 话 圈 子
乔兆军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农历，
又称夏历、阴历、旧历。

农历为什么叫夏历呢？夏历
据说是夏朝的历法。从黄帝纪年
到清朝末期启用西历（格里历），
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过102部历
法，为什么中国人对夏历如此钟
爱呢？原来，这其中有历史原因。
夏历以寅月为正月（今农历一
月）、殷历以丑月（今农历十二月）
为正月、周历以子月（今农历十一
月）为正月。由于岁首不同，这三
者的春夏秋冬四季定义也不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建亥之月
（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正月，

四季完全和夏正相同。汉初沿秦
制，武帝元封七年改用太初历，以
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两千多年
一般都是用夏正。实际上，经过历
代的修补，农历与原先的夏历已
有了很大不同。从这点上将农历
称为夏历并不完全正确。

把农历称为阴历，严格意义
上说也是错误的。历法分为太阳
历和太阴历，是分别根据太阳和
月亮的运行规律制定的。农历属
一种阴阳历，以朔望月来设置十
二个月份，这属阴历，同时又设
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为一个回归

年，设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的
变化特征，这又有阳历的成分。

称农历为旧历，是与现在世
界通用的公历（西历）相对而言。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采用西
历，与西历这个“新生事物”相
比，农历当然就“旧”了。

农历之所以称农历，是因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制
定历法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为
农业服务。这一点，我们从二十
四节气上就可体会，像惊蛰、谷
雨、芒种称谓上都有很浓厚的农
业色彩，而雨、露、霜、雪这些自
然现象也是对农业至关重要。

◆煮酒论史

漫 话 农 历
古傲狂生

“九九歌”大约起源于宋代，明代开始流
传。明代《五杂俎》载：“一九二九，相逢不出
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
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
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纳担头
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
犁耙一齐出。”“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
四九，围炉饮酒；五九六九，访亲探友；七九
八九，沿河看柳。”十分简明，通俗易记，后世
的“九九歌”，大致由此演变而来。

《清嘉录》中的“九九歌”与明代的相
似，不同的是从“五九”开始：“五九四十五，

穷人街头舞。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
十五。六九五十四，苍蝇垛屋栨。七九六十
三，布衲两肩摊。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
虫虼蚤出。”

周作人《冬至九九歌》一文，就抄录了
《清嘉录》中的这首，他以苏州为例，作了解
释：“苏州的九九歌比别处都好，因为它最能
代表穷汉的意思来。别本说‘九九八十一，犁
耙一齐出’，只表示农家的事情，这里却说

‘穷人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虼蚤出。’与
上文的‘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

相同，表示穷人的困难。这里虽然经过文人
的加工，但表同情于穷汉，可见原来的平民
的色彩，也仍然保留着很多的了。”

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载：“一九不出
手，二九冰上走，三九皮裂口。四九交，活人
冻得焦。五九到，白日不离灶。六九复寒，风
不透骨。七九六十三，当午行人似酒酣。八
九七十二，还有早凉尖似刺。九九八十一，
天下穷人受苦毕。”

今人王稼句在《九里天》中说的“九九
歌”，与明代流传的大致相似。他还进一步
做了探究，说最早的“九九歌”，是周遵道的

《豹隐纪谈》。“自《豹隐纪谈》后，陆泳《吴下
田家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徐光启《农
政全书》、厉鹗《宋诗纪事》等都引了这首冬
至九九歌，仅有个别文字的不同。”

可见，“九九歌”应来自民间，是当时人生
活的一种真实记录，因朗朗上口，易于诵读，
后演变成一种民俗，一种文化，流传至今！

◆品茗谈文

趣说“九九歌”
孟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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