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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 尾短，“龙年” 将至，自然要

说说龙了。 早在先秦，中华民族的祖先就

将干支纪年之十二地支里的 “辰” 与

“龙” 联结起来，这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

土的秦简上就可以找到明证。而在与十二

地支相对应的十二种动物中，鼠、牛、虎、

兔、蛇、马、羊、猴、鸡、犬、豕这十一种都是

真实存在的动物，唯独龙是自然界不存在

的“神灵” ，但它是中华民族祖先敬畏的

昊天形象化之物。 盖因先民信仰天道，认

为天主宰人与万物， 然而天是无形的，

“其大无外”（《庄子》）；“道” 又是“惚

兮恍兮” 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是谓惚恍。 迎之不见其首， 随之不见其

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为了把握“道” 的“周行不殆” 的规

律，先民将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认识都做了

符号式的记录，从而“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察天象， 以了解时序的变化），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察人类社

会的各种现象，以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

天下）。 “人文”与“文化”的概念和思考

便开始指导先民的社会了。

先民用最简单的符号“-” 与“-�-” ，

来表示天地万物 “一阴一阳之为道” ，又

用其三叠的卦象符号来表示“三才”———

天、地、人，由此组合成八卦———乾天、坤

地、巽风、震雷、艮山、兑泽、离火、坎水八

种符号， 又加为六叠的六十四个卦象符

号，并分别附上卦辞和爻辞，用“形象思

维” 的文字来表述“抽象思维” 的三才规

律。 在这六十四卦中，当然要将最敬畏的

天———乾列为首卦， 其符号 “” 称 “六

爻” ，每爻都附之以爻辞，于是龙的图腾文

化出现了。 先民用心目中有形象的“龙” ，

来表述无形无象的乾天之道； 用七段

“龙” 在天地间的生态变化，来表述天道

于不同时空境况下的变化。 例如第一爻

“潜龙勿用”（潜伏的龙还没遇到展用才

能的机会），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

人”（龙飞腾在广阔的天空， 正是利于大

有作为之人出现的时刻）。篇幅有限，恕不

一一列举了。 三十年前，我参照 1973年后

出土的帛书《易》与竹简《易》，调整传世

（今本）《易经》的经文，并译成白话文，

附上四百五十幅白描插图，出版了中国首

部《易经画传》，“乾” 之“龙” 即详载其

中。

乾卦“六爻” 皆阳，先民遂将动物中

极具阳刚之美的 “部件” ———巨蟒之身、

骏马之姿、猛虎之肢、雄鹰之爪、大兽之

头、巨鹿之角、猛兽之须毛……共同聚合

成人们随处可见的飞龙、坐龙、卧龙、盘龙

的形象。

当然，这尊中华民族公认的龙，其形

象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的。 六千年前的彩

陶上那似蛇非蛇的龙，红山文化的“C” 形

无肢的龙、平嘴短首的“猪龙” ，还有河南

濮阳的蚌塑龙，它置于“东白虎” 的对面，

自然是“西青龙” 的明证了！ 至于汉、唐、

宋以来的诸龙形象，基本定型，今人一目

了然。

既然龙在中华文明中成为至高无上

的图腾形义，也就意味着它是最上乘的比

喻。 司马迁的《史记》曾载孔子拜见老子，

聆听老子的教诲， 事后他对弟子们感叹

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

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

纶，飞者可以为矰。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

风云而上天。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

老子竟是孔圣人心目中的龙啊！

总之，千秋以来，龙的形象早已深入

人心， 由此衍生出的丰富多彩的龙文化，

尽可放笔成书，挥洒成画。 仅见于文学作

品中的龙，就不胜枚举，但我印象最深刻

的，当属说书艺人们在《三国演义》“青梅

煮酒论英雄” 一回中，借曹操之口对刘备

所述的那个“龙”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

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

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方

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

海。 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

雄。 夫英雄者，胸怀大

志，腹有良谋，有包

藏宇宙之机，吞

吐天地之志者

也。 ” 言辞掷

地有声 ， 一

口气诵读下

来， 又何其

壮哉？

甲辰年

将至，书此片

言，以祝吾“龙

的传人” 兴旺发

达，吉运昌隆！

龙年说龙

据北京晚报

苗家独特的剪纸传承着悠久古老的历

史，苗族神圣经典《苗族古歌》中提到苗

族古代先民在迁徙时“姑姑叫嫂嫂 / 莫忘

带针线 / 嫂嫂叫姑姑 / 莫忘带剪花” ，剪

花就是我们所说的剪纸。

剪纸饱含着中国人对红红火火生活

的期盼与祝福，有剪纸，就有年味。

1月 20日 -2月 24日，贵州省剪纸代

表性传承人、少数民族服饰收藏家杨金秋

新春苗族非遗剪纸展在国贸广场举办。

杨金秋自幼习染苗族文化，是“根正

苗红” 的苗族后裔。 七岁时，她以木叶为

纸，跟着父亲学习祭祀剪纸，由此开始她

的剪纸艺术之路。

杨金秋手握刀尖看似随意的弯转，却

在纸间刻画出丰富的情感，剪刀与纸碰撞

出了她的心灵世界，使图样具有了鲜活的

生命力。

这次展览展出了 52 幅杨金秋的剪纸

作品，以中国神兽“龙” 为核心，“龙来好

运” 、“九福来临” 为两大主题，展现了阴

阳双龙蝴蝶形、蝶龙有灵、龙凤呈祥、双蝶

龙纹图、圆龙贺岁图、龙纹“福” 等不同纹

样、不用寓意的龙图腾剪纸作品。

龙年之际，市民可前往参观，一起纸

上生花，沾龙气，迎好运，欢喜乐，过大年！

纸上生花

龙迎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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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过年要跳舞》

︽

报

春

组

图

︾

摄

影

/

珊

摄

影

/

小

詹

摄

影

/

冯

小

川

摄

影

/

冯

小

川

拍

客

作

品

：

︽

龙

年

龙

纹

︾

作品：《元龙》

作

品

：

︽

阴

阳

双

龙

蝴

蝶

形

︾

采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