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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说牛
□ 许国华

牛年昂首走来。“实‘鼠’不易，‘牛’转乾坤”的贺岁短语霸气刷屏，人们希望吉瑞的牛
能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

牛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二。“开天于子，地辟于丑”，古时传说，牛是辟地的功臣，是负
载生养万物的大地的象征。虽然民间称牛为“丑牛”，但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不丑，
口碑极佳，是勤劳奉献、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等许多优秀品质的代名词。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对牛赞赏有加，爱牛、敬牛，颂牛、画牛、咏牛，留下了大量
与牛有关的文艺作品。古诗词中的咏牛名句“汗牛充栋”。唐代杜甫有“焉得铸甲作农
器，一寸荒田牛得耕”，抒发渴望和平、化甲铸犁的心愿；宋代李纲的“但得众生皆得饱，
不辞羸病卧残阳”，表达“为民请命”的志向和抱负。近现代以牛自喻者比比皆是。诗
人臧克家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赞扬老黄牛勤恳奋进、任劳任怨的品
质；鲁迅不仅比喻“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还写出了“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铿锵之词……这些诗句或慷慨，或悲壮，或感寓，或抒怀，
无不笔底生花，雅俗共赏。历代画家喜画牛，唐代韩滉有《五牛图》传世；近现代潘天
寿、李可染、吴冠中皆是画牛名家，吴冠中画过名为“奔腾”的牦牛图，画面上几头牦牛
奋蹄疾进，令人难忘。

传统农耕时代，牛的地位很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耕牛越多，就意味着可开垦
的荒地越多，也就越富裕。故牛的归属、数量，代表着所属人的财富、地位。就连物品的

“物”字、特别的“特”字，都要与牛扯上关系。《说文解字》对“物”的解说是：“万物也。牛为
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民以食为天，在农耕时代，牵牛耕田是生活的
根本，所以“物”也就成了所有事物的总称。古代诸侯歃血为盟，盛牛耳于珠盘，由主盟者
执盘，故称主盟者为“执牛耳”。《左传·哀公十七年》云：“诸侯盟，谁执牛耳？”从此，“执牛
耳”便引申为在某一方面居领导地位。

汉字中，只要与牛有关的，不是有点牛劲儿，就是有些牛的精神。在我们周围，活跃
着一大批具有牛品格秉性的人物，其中既有敢于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拓荒牛”，也有吃
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老黄牛”，还有认准真理、毫不退让的“老犟牛”，更有年轻有为、不畏
困难艰险的“初生牛犊”……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

牛年来临，大伙儿都要有一股牛劲儿和牛脾气，发扬牛精神，甘做“孺子牛”，不待扬
鞭自奋蹄，干劲儿气冲斗牛，事业牛气冲天。让我们牛年更牛！

福瑞迎祥话牛诗
□ 罗正友

牛温驯、任劳任怨，许多文人墨客咏诵牛的诗句，可谓情也切切、意也深深，读之、思
之，让人产生许多遐思。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咏牛的诗句，如《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
其犉。”“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诗句体物入微，逼真传
神，生动地描绘了牛的生活习性，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

自古以来，牛以农耕为主，是坚韧和毅力的象征。《周易》中称牛为“坤卦”的象征物，
代表生养万物的大地，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唐代元结《漫歌八曲·将牛何处去二首》云：

“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相伴有田父，相欢惟牧童。将牛何处去，耕彼西阳城。叔闲
修农具，直者伴我耕。”吟诵之中，宛如一幅动人画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田间地头，牛
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地里，或埋头犁田，或回头示主，或仰空哞叫，与主人相伴相欢，情深
意厚。宋代梅尧臣《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其十耕牛》云：“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
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虽穷田畴，肠未饱刍粟。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坡牧。”耕牛早
出晚归，饥寒交迫，无私奉献，诗人对耕牛的艰辛困苦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宋代孔平仲

《禾熟》云：“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这
首诗风格清新自然，有感而发，老牛耕田耙地万般辛苦，风里来雨里去，挣得“禾黍香”“谷
登场”。可贵的是，老牛无居功自傲之意，它静静地吃草、默默地耕耘，诗人歌颂老牛勤劳
俭朴的品质，实则是抒发对劳动人生的赞美之情。

以牛喻人，借牛抒怀，是古代诗人的常用手法。唐代刘叉《代牛言》云：“渴饮颍水流，
饿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竭。”这首诗并不是简单的替牛鸣不平，而是把辛勤
的劳动者比作了牛，表达了同情。宋代名臣李纲坚决主张抗金和革新内政，罢相贬官后
曾写下诗《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
阳。”他以朴实的笔墨勾勒出病牛的崇高形象，赞颂了病牛的坚韧品格和精神境界，实际
是以病牛暗喻自己的节操：虽然遭受打击，弄得筋疲力尽，仍然要以国家兴亡和苍生为
念。柳宗元笔下的《牛赋》素来脍炙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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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
愧，利满天下。”这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的感愤之作，小赋字字含情、句句有意，爱憎分
明，他把牛“日耕百亩”的献身精神和“利满天下”的无量功绩刻画得惟妙惟肖，表达自己
高洁傲岸、不与小人同流的志趣。

中国的文人墨客夙与牛有缘。牛渚泛月，自然涌出多少诗情；牛角挂书，以耕求学，
也有几分野趣。诗人臧克家的《老黄牛》赞：“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
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比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像老黄牛一样无私奉
献。著名散文家、诗人聂绀弩《牛三首（别体三首）其一》“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已
斜……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以豁达之胸襟，抒写悲愤之心情，读后令人怅
然久之。齐白石以牛自喻，老来还提醒自己“不愁忘归路，旦有牛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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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牛的故事
□ 于春林

乡村长大的我，对牛并不陌生。
记得小时候，我家养过一头大黄牛，家里的几亩地都靠它耕种。为此，父亲对它格外

恩典：除了耕田犁地，平时是不允许我们随意使用的。
有一次父亲赶着牛车，拉着我去犁地。休息的时候，父亲去别人家谈农事，趁着这个

间隙，我偷偷把牛牵到地头树林边，想骑在牛背上溜达几圈。顺便体会一下“牧童归去横
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悠闲。

大黄牛以为带它去吃草，就很乖顺地跟着我。树林里的青草茂密嫩绿，它见到后就
往林子里走，低下头啃食，吃得津津有味；我顺势往牛背上爬，没有想到，牛身上很光滑，
我爬了几次才上去，它只顾埋头吃草，没有理会我，直到我稳稳地骑在上面。

大黄牛叫父亲喂得很壮实，脊背宽厚，骑在上面很舒服。起初我还小心谨慎，担心摔
下来，渐渐地胆子就大起来，尝试着让它走起来。我举起手中的短鞭在它眼前摇晃，吆喝
着：“驾！”怎奈，它无动于衷。于是，我双腿夹紧，双脚猛磕它的大肚子，谁知，大黄牛猛然
往前一蹿，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甩了下去，摔得我晕头转向，好一阵儿才勉强爬起来，
我径直走向它，举起手里的鞭子就要抽打。

“住手！”原来是父亲回来了，我心想这下可完了。还没等我解释，他就揪着我的衣
领，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踢得我一趔趄，差点跪到地上，我委屈地哭了。父亲
告诉我，牛是种田用的，没有它种地犁田，庄稼怎么生长，我们吃什么。牛也是有灵性的，
要善待它。我瞪着大黄牛愤愤不平，心里责怪父亲太偏心了，我还赶不上一头牲畜。从
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对它放肆了。

后来家乡发生了变化，种田改用机器，我家又买了农用车，大黄牛也老了，再也没有
用武之地了。有人建议“牛肉挺值钱的，杀了卖肉算了”，父亲不忍心，就和母亲商量卖给
养牛的人家。

第二天，买牛的人就来到我家，谈好了价钱，准备把牛拉走。父亲抚摸着大黄牛，动
情地说：“老伙计，以后我不能照料你了！”看着父亲的举动，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毕竟
它为我们家效力好多年了。

买牛的人拉着大黄牛就要走，但无论怎么使
劲，吆喝，大黄牛就是不挪窝，它还闪着大眼
睛看着父亲，“哞哞”地叫，在场的人都
默不作声。我对父亲说：“爸，不然
就别卖了，咱们家留着吧！”母亲
也帮腔。父亲没有理我们，他
狠狠心，走到大黄牛身边，揽
着它的头，贴着它的脸，对
它好像说了什么，大黄
牛这才温驯地跟着买
牛人走了。大家都被
这种场面震惊了。
那一刻，我眼里流
下了泪水。

以后的日子
里，我们家很少
有人提起大黄牛
的事，生怕伤心，
但我心里却念着
那头大黄牛。

农历辛丑牛
年就要到来，人们
常说“牛马年，好
耕田”，这是好兆
头，希望牛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

春光明媚春牛图
□ 董刚

因为爱好收藏，所以经常在一些年画、木版画等画作中看到春牛图，刚开始以为这种
画只是牛年才会出现，看多了才知道，春牛图不只是牛年的生肖应景图，而是立春的标
配，只是因为立春往往与春节紧挨着，所以在春节最常见。

春牛图没有固定的格式，既能够用写意的山水画表达，也可通过年画那种夸张的形
式展现。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就经常出现这个题材，流传甚广，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年画。

一牛一童子或者围着一群童子，春牛图画面简洁，童子和牛可以形态各异，不过无论
怎么创作，画面的比例必须到位，因为春牛是具体存在的，并且很多地方在立春当天要举
行“打春牛”催耕仪式，这让春牛图更加写实，更加贴近农事、贴近生活。

“打春牛”习俗源远流长。古时候，立春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为了倡导农事，地方
官员于立春前制造土牛，在立春祭奠中用彩杖鞭策它，以劝农耕，同时象征春耕的开
始。按照记载，春牛身高四尺，象征一年四季，身长八尺，象征农耕八节，尾长一尺二
寸，象征一年十二个月。牛头代表当年的年干，牛身代表年支，牛腹代表纳音，牛角、
牛耳以及牛尾代表立春日的日干，牛颈代表立春日的日支，牛蹄代表立春日的纳音，
牛绳代表立春当日的天干，牛绳的质地代表立春当日的地支。春牛图里的牧童就是
芒童，又叫句芒神，身高三尺六寸，象征农历一年三百六十日，手中长鞭二尺四寸，代
表一年二十四节气。

“打春牛”仪式在不同的地域中，受地方文化影响，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春牛和
牧童必不可少。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曰：“小儿着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
白双角，牧童缘蓑笠青篛。”由此可见，“打春牛”的普及面有多广。

伴随“打春牛”，春牛图也就随之成为民俗的一部分。春牛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寓
意着勤劳、丰收和希望，是民间最常见的吉祥图案，因此，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喜闻乐
见、长盛不衰，被用在日历、年画以及新春礼品包装甚至纪念币上，成为恭贺新春的文
化符号。

牛年新春联
□ 周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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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庆新春》 作者：赵国明

牛，牛，牛
和顺又温柔
勤劳为主人
田野写春秋

牛，牛，牛
自觉去奋斗
百姓最喜爱
生活乐悠悠

牛，牛，牛
岁月到辛丑
带给好运来
幸福满枝头

咏牛
□ 黄学书

近日，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乐安实验学校，小学生正在展示创作的以生肖“牛”为主
题的剪纸作品。 陈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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