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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瓣嘴，山形眉，手持捣药杵，身

着金盔甲，背后一杆大旗，威风凛凛，

身下的坐骑或是老虎、狮子、梅花鹿等

瑞兽，或是牡丹、葫芦、桃子甚至祥云，

仙气飘飘……这就是北京著名的民俗

吉祥物——兔儿爷。

“ 看 到 它 两 边 肩 上 这 些 黑 点 了

吗？这是狐尾，草原游牧民族帽子上

的装饰。这说明，兔儿爷的出现应该

不晚于元代。”

聊起关于兔儿爷的民俗文化，北

京兔儿爷泥彩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双

彦神采飞扬。

每年春节前，是双彦最忙碌的时

候。不过，接到我电话请求去他的工

作室看一看，他还是欣然应允。

因为泥彩塑需用窑烧制，40 多年

来，双彦一直住在乡村，工作室就是他

的第二个“家”。推开门，只见沿墙堆

满层叠的石膏块，仅留出一条窄窄的

过道。起居室内，桌子、凳子、置物架

上 都 堆 满 了 一 排 排 尚 未 完 工 的 兔 儿

爷，从七八厘米到近 1 米高，大小不一。

随手拿起一个，双彦打开了话匣子。

双彦原本并没有想过，这一生要

与泥为伴。上世纪 90 年代初，双彦与

朋 友 南 下 深 圳 ，合 作 办 厂 ，正 意 气 风

发，父亲双起翔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

的人生。“如果你不回来，这门手艺就

真没了。”电话里，他失魂落魄的语气，

让 向 来 孝 顺 的 双 彦 心 里 像 扎 了 一 根

刺。父亲对这门手艺有多痴迷，

双彦是知道的。

奶奶觉得做手

艺太苦：“只有做成

第一才有饭吃。”当时年仅 13 岁的父亲

宁可去矿上背煤养活自己，也坚持要

学。奶奶无奈，最后只得同意。

上世纪 50 年代，这一行的手艺人

被组织起来，先后在彩塑厂、金属工艺

品厂当工人，后来渐渐都转行了。父

亲却一直没舍得把手艺丢下。每天下

班回家，他就钻进屋子里“把玩”泥巴，

还让 7 岁的双彦也跟着学，上班前布置

好“作业”，下班回来检查。

80 年代，中国美术馆找到双起翔，

请他恢复兔儿爷的民俗文化。几乎消

失的兔儿爷才重现人间。

其实，相比兔儿爷，更体现双家泥

彩 塑 技 艺 水 平 的 是 脸 谱 和 其 他 泥 彩

塑。双起翔从一开始就立过规矩：绝不

模仿别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的艺术

创造，双起翔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的称号，作品也被各大博物馆收藏，仅

中国美术馆就收藏了 700多件。

手艺的价值重新得到认可，却后继

无人，父亲定然难以释怀。犹豫再三，

双彦还是回来了，“放弃的当然很多，但

我觉得是值得的。”

学艺的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

样轻松有趣。父亲对双彦的要求极其

严格，“40 年来，我几乎没见过他一次笑

脸，我有时甚至觉得，我这辈子没有爸

爸，只有一个师父。”

但父亲离世后，传承的重担落到

双彦身上，他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当

年的心境：“他的爱是埋藏在心里的，

他怕不严格，手艺就传走样了……”

“走样”，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在

双 彦 看 来 ，目 前 市 面 上 就 有 不 少“ 走

样”的兔儿爷产品。

兔儿爷的形象，从何而来？

传说有一年，嫦娥派玉兔下凡为

百姓送药。玉兔化身一位年轻姑娘，

不方便抛头露面，便去寺庙借了一身

金盔甲。等她完成任务、送还盔甲时，

因为太累，坐在庙门前的旗杆下睡着

了。因为感念玉兔的恩德，北京的百

姓尊称它为“兔儿爷”。每年中秋，人

们都会请一尊兔儿爷回家，守护家人，

次年中秋前再送走，寓意一年的灾病

随之而去。“兔儿爷的旗子——单挑”

“隔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这

些老北京歇后语，就是从传说中来的。

“现在有些兔儿爷背后插好几杆

旗，甚至出现了‘兔儿奶奶’！这都是

因为对传统文化不了解”，双彦说。

这些年来，双彦前前后后带过十

来个徒弟了。“只要肯学，我就教，但只

有一点：必须学原汁原味。”他说。

造型、做模具、制胎、打底、彩绘……

泥彩塑流程繁琐，里边有不少讲究。比

如彩绘，最显功力，讲究“一笔到位”，笔

锋不断，连贯出气势。由于制作费力耗

时，双彦每年大约只能做两三千件。

“既然兔儿爷是中秋的吉祥物，为

什么现在反倒是春节期间销量好？”告

别前，我这样问他。

“因为春节有庙会，兔儿爷能被更

多人看见。”双彦的语调带着遗憾。他

衷心希望，在中秋乃至其他传统节日，

也能让兔儿爷这样的非遗，回到它诞

生、生活过的民俗文化环境。

民俗吉祥物—兔儿爷
周飞亚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兔不仅

是十二生肖之一，还被赋予了生

育、祥瑞、长寿等文化内涵，是具有

多重吉祥寓意的瑞兽。东晋葛洪

《抱朴子·内篇》：“虎及鹿、兔皆寿

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

除白兔外，玄兔、赤兔、紫兔在不同

朝代亦被视为吉兆。在汉代画像

石中，掌管长生与生育之权的西王

母身旁就常伴有持杵之兔，为其捣

制不死之灵药。

在我国，与兔相关的最重要的

文化现象莫过于人们对月中之兔

的想象。银兔、玉兔、玄兔等词汇

成为古人诗赋中月亮之代称，“玉

兔捣药”的形象也逐渐融入民间拜

月活动之中。明清时期流行于京

津地区祭月仪式上的“月光马”便

是一种印有玉兔持杵捣药之月宫

图景的符纸。明代刘侗、于奕正在

《帝京景物略》卷二中对其有详细

描述。书中不仅对月光马的图式、

尺幅及使用方式作了清晰阐释，还

记述了相关礼仪。与“月光马”一同

出现在拜月活动中的还有大名鼎鼎

的泥塑“兔儿爷”。在清乾隆时期的

一幅杨柳青年画《桂序昇平》中，就用

艺术手法形象刻画了儿童中秋拜兔

神的场景。与老北京“兔儿爷”异曲

同工的泥塑造型还见于山东济南的

“兔子王”，是以黄河胶泥塑兔将军之

形，制作颇为精巧，内置拉线机关，牵

引可使其做出挥臂捣药等动作，增加

了玩耍的趣味性。现实中小巧温顺

的兔，在民间文化语义中却被赋予了

广大神通，并成为一方“名产”，此中

足见人们对兔这一形象的偏爱。

在民间艺术丰富的黄河流域，

流传有许多与兔的繁衍属性相关

的民谚。“蛇盘兔”这一剪纸主题，

其造型惯常为通体剪饰花纹的蛇

身缠绕一至两圈，将兔形居于中

心，构图上突出一个“盘”字，组成

既和谐又具美感的画面。这些含

义丰富的剪纸样子，通过民间艺人

的巧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传递着

鲜活的文化观念。

由于兔被赋予多种祥瑞之义，

其本身也具有灵巧敏捷等特质，在

民间，女子还常缝制以兔为形的衣

饰物品，如兔儿枕、兔儿鞋、兔形香

包、兔形布玩具、兔形挂饰等，一针

一线中寄托了对生命的呵护与期

许。兔形枕早在唐代就已出现，

三彩釉陶烧制，形制多为写实的

卧兔。而陕西蒲城的一件黑兔

孩枕，则被民间艺人以夸张的

手法设计成双头并体的对称造型，

黑色底布上以粉、绿、黄等彩线绣

出花卉、铜铃等纹饰，尤其突出了

眼睛部位的装饰效果，整体的色彩

搭配充满浓厚的民间审美趣味。

在北方一些地区还有制作兔儿鞋

的习俗，鞋前端似兔子头，绣鼻唇、

红眼睛，鞋口两侧缀附兔耳造型，

口沿后端则缀绣带以象征兔尾。

中秋节给儿童穿兔儿鞋，其意义不

言而喻，希冀幼儿如小兔般腿脚利

落行动灵活。

民间美术中的兔造型还有很

多，如兔抱白菜、白兔叼花、兔卧莲

花等。这些丰富多彩、天真质朴的

兔形作品，饱含着人们对生命繁

衍、子孙安康的淳朴祈愿，体现了

民 间 艺 术 所 特 有 的 朴 素 浪 漫 情

怀。优秀的民间艺术创作者将诚

挚的情感表达付诸作品，传承创

新，令这些经典打动人心，散发着

恒久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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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属 于 哺 乳 纲 、兔 形 目 、兔 科 。

兔和鼠的骨骼形态非常相似，从动物

演化角度而言，兔鼠同源，安徽潜山早

古新世地层中出土有安徽模鼠兔（兔

的祖先类型）和东方晓鼠（接近于鼠的

祖先类型）化石，表明至晚在距今 6200
万年前，兔和鼠已经“分道扬镳”，走向

了独立演化的道路。

我国现生兔科动物基本上全为兔

属动物，俗称旷兔、野兔，共有 9 种，分

别是草兔、云南兔、海南兔、东北兔、高

原兔、华南兔、雪兔、东北黑兔和塔里

木 兔 。 我 国 还 有 罕 见 的 粗 毛 兔 属 动

物，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脚，现为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国还没发现穴兔遗存出土，可

认为中国家兔是以传入为主。明代以

前 的 历 史 文 献 中 有 关 于 兔 的 大 量 记

载。考古发现有兔苑、兔笼等约束兔

子活动的处所和设备，但兔子主要是

狩猎娱乐的对象，人类对兔的利用比

较宽松，文献所载兔多为野兔。白兔

在历史文献中是作为瑞兽出现，古人

将 其 视 为 国 泰 民 安 、敬 老 长 寿 的 象

征。中国家兔大多在明代引入，以欧

源兔为主，也包括亚源兔。

我国古代饲养野兔的处所和设备

主要是苑囿和圈笼。陕西秦汉上林苑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其内饲

养“狡兔”，用途主要是肉食、祭祀和狩

猎娱乐。西汉梁孝王在今河南商丘营

建了苑囿——东苑，史称梁苑，别称兔

园。作为已知史料记载的最早出现的

私家园林，其内豢养有各种珍禽异兽，

其中，“走兔”是作为肉食和狩猎娱乐

之用的。山东济南洛庄汉墓是西汉诸

侯王级别的墓葬，编号为 34 号的大型

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种属包括羊、

兔、猪和狗。此外，还发现有 2 个木质

兔笼，根据笼中兔骨骼凌乱等考古现

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兔属动物

数量较多。殷墟甲骨文中的“兔”字，

识别的特征非常明显，一是无颈，二是

有翘起的短尾，可见殷商先民对兔的

形态特征非常熟悉。兔的前肢短，后

肢长而有力，拔腿飞奔是它们的逃生

本能，故“逸”字从兔，甲骨文本义为追

逐兔子。甲骨文中有“冤”字，为会意

字，字形为兔在网中，其本义同“罝”，

《诗经》中有“肃肃兔罝”的记载，描述

了在岔路口和密林中设置又紧又密的

网以捕兔的情形。

“守株待兔”出自《韩非子》，旨在

劝 诫 大 众 莫 存 不 劳 而 获 之 念 。“ 兔 走

触株，折颈而死”，生动描绘出野兔仓

皇 奔 逃 、撞 桩 而 亡 的 场 景 。《礼 记》中

称 兔 为“明 视 ”，形 容 兔 眼 大 而 明 亮 。

《古今注》中记载“兔口有缺”，是对兔

的“三 瓣 嘴 ”特 异 形 态 的 描 述 。《战 国

策》中 有“狡 兔 有 三 窟 ”之 类 文 字 ，说

明 先 民 已 知 晓 野 兔 栖 居 地 多 变 的 特

点。南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中“雄

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

安 能 辨 我 是 雄 雌 ”这 段 名 句 ，也 是 关

于 不 同 性 别 野 兔 行 为 特 征 的 观 察 和

记录。

兔的形象在玉石、陶瓷、青铜等材

质的文物中时有出现。安徽含山凌家

滩遗址出土凌家滩文化（距今 5300 年

左右）玉兔饰 1 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

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玉呈灰白色，玉

兔做昂首飞奔状，双耳紧贴脊背，后足

抬起，尾巴上卷。

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将兔与月相

联系。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有神秘

帛画，画幅左上方一弯新月拱围着蟾

蜍与兔。隋唐以后，玉兔得以独享月

宫并成为月亮的代表，诗词歌赋中常

将月与兔相连，比如唐代李白的《古朗

月行》，“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妇

孺皆知。

现在，中国探月工程举世瞩目，中

国科学家把探测月球的人造卫星和探

测器命名为嫦娥，把月球车称为玉兔。

他们将美丽的神话变成了科学的现实，

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好投诸中国

乃至世界现代航天研究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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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人们将人们将

兔视为祥瑞兔视为祥瑞，，兔的文化寓意体现了兔的文化寓意体现了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版特邀本版特邀

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民间民间

美术研究者分享人们对于美术研究者分享人们对于““兔兔””这一这一

形象的观察和记录形象的观察和记录，，一同感受中国一同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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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

兔尊。 吕 鹏供图

▲ 清 代 青 玉 镶 嵌

宝石卧兔。

◀ 唐 彩 绘 十 二 生

肖俑——兔。

▶清 代《兽 谱》中

的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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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兔饰。 吕 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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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布艺玩具白兔叼花。

刘 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