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癸卯兔年相约而至，

幸福欢腾的年味也相伴而来——文化场馆内民俗特色

浓郁，年货大集上汇集非遗精品，庙会表演中传递新春

祝福……近期，各地举办的年节活动丰富多样，玉兔形

象大受欢迎。人们纷纷以各式各样的喜庆方式欢度中

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品味历史文化中的玉兔形象。神

州大地处处铺展着蓬勃盎然的春意，充盈着欢乐祥瑞

的气氛。

◆品文物

西周的兔尊、双兔车衡饰，唐代的白釉兔，南宋的青

玉兔镇纸……这些包含兔形象的文物，来自上海博物馆

举办的“玉兔精灵——上海博物馆兔年迎春展”。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介绍，此次展出的玉兔文物

展现了古代人民对兔长久的关注与喜爱，“希望这些玉兔

精灵，能够为观众增添新春之喜。”

◆望月宫

从陶瓷、壁画上的兔子，到传说中捣药的仙兔，古

人对兔的喜爱可见一斑。当我们将目光转到当下，空

间科学技术中有很多兔的元素。

我 国 嫦 娥 三 号 、四 号 的 月 球 车 均 以“ 玉 兔 ”为 名 ，

“嫦娥抱兔”的民俗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神话传说照

进现实的中国浪漫。2023 年 1 月，中国探月航天形象太

空兔正式对外公布名称：“兔星星”，寓意中国人对宇宙

的不懈探索与远大追求。

◆享欢乐

高约 20 米，头戴红帽，兔耳后折，造型可爱，这只超

级“雪兔”，是走进黑龙江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后最先见到的超大雪雕。看雪雕、玩冰梯、赏冰灯……这

片冰天雪地好不热闹，园区特别开辟“冰雪欢乐汇”娱乐

区域，喜迎八方游客。

步入兔年，年货市场人气攀升，各类含有“兔”元素的

服饰、玩偶、饰品等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大线上平台，

“兔”元素年货同样走俏，兔背带红包、兔年生肖对联等商

品销售额于春节前后大幅增长。

（本报记者曹玲娟、冯华、张艺开、姜晓丹报道）

兔年话兔

2023 年 1 月 18 日，中国古动物馆《“兔年话兔”——

兔年特展》开幕，其中最亮眼的展品要数“安徽模鼠兔”

的上颌骨化石标本和复原像，它们描绘了兔子祖先的

形象。

兔子如何起源、如何演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茜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古哺乳动

物学家李传夔的团队在安徽潜山盆地距今约 6200 万年前

的古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类非常特殊的化石。研究表明，

这块化石和今天人们所见的兔子在门齿数量和结构上都

非常相近，结合其他一些解剖学特征，李传夔确定它就是

兔类的祖先，并将其命名为“安徽模鼠兔”。这块化石的发

现让兔起源研究找到了可靠的化石证据，也让我们了解到

距今约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模样。

中国文物报社副研究馆员耿坤介绍，兔在传统文化

以及日常生活中常伴有福寿绵长之意。从新石器时代开

始，古人就用兔形玉器祈求多子多孙。兔也有聪慧温顺

的一面，唐代文学家蒋防《白兔赋》赞其“皎如霜辉，温如

玉粹”“其容炳真，其性怀仁”。兔所代表的机智敏捷、纯

洁善良、平静美好等寓意，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本报记者 施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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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变身兔年特别

版“兔墩墩”。 杜建坡摄（影像中国）

图②：在上海豫园商城内，2023 年兔年灯会流光

溢彩，现场游客熙熙攘攘，年味十足。

王 冈摄（人民视觉）

图③：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锦祥社区

开展“剪纸迎新年”主题活动，剪纸艺人葛英创作兔年

主题剪纸迎接新年。 朱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④：市民在甘肃省兰州市小商品批发市场选购

春联、福字等兔年新春饰品。

侯崇慧摄（人民视觉）

图⑤：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一个年集市场上，小朋

友在挑选年货。 蒋克青摄（人民视觉）

图⑥：河北省玉田县一家泥塑工坊的民间艺人在

给生肖兔泥塑着色。 刘满仓摄（新华社发）

图⑦：中国探月航天形象太空兔。

侯 宇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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