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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不平常的2020年，庚子鼠年疫
情肆虐，人们都期盼着辛丑牛年的到来，好给
我们带来冲天的牛气，如今辛丑年新春终于要
来了。按照我国民间传统的说法，牛年也预示
着吉祥、丰收与财富。

牛，一直是被人们称赞、歌颂的朋友。最
早收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尔雅》记载牛
的名目繁多，有“犘”（má），传说中古代生
长在中国四川的一种大牛，重千斤；有“犦”
（bào），也叫犎（fēng）、封牛、峰牛，是一
种颈上有高起二尺多的峰，形似骆驼的野牛；
有犤 （pái），释义是矮小短足的牛。有

“犩”（wéi），古代中国西南山区一种很大的
野牛；有“犝”（tóng），是一种无角牛。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古汉语中林林总总以牛为偏
旁的字特别多，并常用以表示牛的性别、年
龄、颜色、形态、部位、习性等，不论其有多
少名称，总的一个词就是“牛”，中华民族素
有爱牛、敬牛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牛勤勤
恳恳、吃苦耐劳，时常还要抛舍生命、作出牺
牲。牛身形庞大有力气，温顺乖巧易驯服，勤
劳朴实无怨言，深得人们喜爱。

南北朝时，有个叫寗戚的学者著有《相牛
经》，它根据牛的形貌去判别牛的性能及优
劣，颇似人类的相面术。把牛从头到脚看了个
仔细，描画出一头好牛所具有的形体特征。种
种说法，恐怕也不能列入无稽之谈，而是人类
与牛相伴从事劳作的经验总结。

尽管牛与人相依为命，因而它常作为牺
牲用于祭祀，而且要由牛中的佼佼者充当。
《礼记》 曰：“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
武。”“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必在涤三
月，稷牛唯具。”又曰：“天子以牺牛，诸侯
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可见古代宗教活动中
用到牛的地方根多，而且必须经过严格挑
选。祭祀如此，其他政治、军事及礼仪活动
也都离不开牛。

如此看来，牛与人的关系，就常常形成
一种悖论，因为人类的生存不仅与牛须臾不
离，而且经常要以牛的性命为代价。想想，
牛的这种命运确实有点凄凉，所以庄子就曾
以怜悯的口吻说：“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
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
孤犊，其可得乎？”这用以牺牲的牛确令人怜
惜，甚至使一些君主大动恻隐之心，《孟子·
梁惠王上》 就曾讲到，齐宣王见人牵牛，
说：吾不忍其觳觫，以羊易之。用羊来代替
牛的赴死。对于用作牺牲的动物来说，恐怕
也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从中却可以看出
人对牛是一往情深的。

形形色色的神牛扮演了形形色色的神话故
事，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神话宝库。晋张华
《博物志》记：近世有人居于海渚者。年年八
月，有浮槎……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
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这故事写的是
由牛斗之星而产生的幻想，而牛斗之星又蕴含
着牛郎织女的动人传说，而且是牛的神话中最
为空灵、优美的一段。

牛与古代人文地理也有很深的关系。中国
有许许多多的带有牛字的地名，它们往往得名
于那些形似于牛的奇观异景或关于牛的古老传
说。道家人物好以青牛为坐骑，这又使牛的形
象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文化色彩。青牛，因将
圣人及其道驮入关内，而显得非同一般，并成
为道家文化的一分子了，所以后世道家人物便
常与青牛为伴。“道士”与“青牛”合为一
体，正说明道家贤达的好尚，这好尚的缘由似
乎在于道家思想那种散淡、悠远的精神境界与
牛的宽厚性情和舒缓举止之间的一种默契。

相传农历正月初五是牛的生日，俗称牛
日，这一天，人们根据天气的阴晴预卜当年养
牛之兴衰。并且当日对牛不施鞭刑，禁止屠
宰，有些地方还用大米饭喂牛，在牛王庙焚
香、唱大戏，借给牛贺岁而娱乐一番。中国各
少数民族也都有慰问耕牛的习俗，称为“献牛
王”的习俗。贵州的罗甸、安龙、册亨等地的
布依族，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牛贺岁；仡佬族的
牛王节也称“牛神节”“敬牛王菩萨节”“祭牛
王节”，那一天，人们不再役使耕牛，并用上

好糯米做两个糍粑，分挂到牛角上，然后将牛
牵到水边照看影子，以这种方式为牛祝寿；流
行于贵州遵义、仁怀、镇宁一带，每年农历十
月初一举行。流行于广西的壮族传统节日中，
有“牛魂节”；侗族民俗中有“洗牛节”；布朗
族也有洗牛脚的风俗；纳西族丧葬有跳牦牛的
风俗；苗族有抢牛尾巴的婚姻风俗；畲族婚嫁
有用踏路牛的习俗；彝族民间巫卜风俗有所谓

“牛力母”；布朗族民间弹拨乐器中有牛角琴，
佤族占卜方式中有牛肝卦；汉民族寿诞风俗中
有赶牛王会，牛王会系为老人做寿的称谓，因
牛在十二属相中位居前列，而且耕田犁地，有
功于人，故以牛为名给老人做寿，表示尊敬
……可见牛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艺
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各个民
族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巨大影响，
我们更不要忘了成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之
一的文字与牛也深有干系。然而，牛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此。

辛丑年新春到来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指出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
神。“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用中华传统
文化中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生动展现出中国
共产党的为民初心和中华儿女的奋斗精神。

古今不少名人以牛自喻，或情怀追寻，
或寄寓志向，鲁迅先生当年在《自嘲》一诗
中写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鲁迅先生爱憎分明
强烈的感情，那就是对敌人的憎恨和对人民
的热爱。他的俯首甘为人民群众孺子牛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疫情防控期间，
一批又一批的白衣战士毅然冲锋在前，他们
不畏死亡，用自己的生命挽救患者的生命，
这就是一群冲锋陷阵的孺子牛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始终将
创新置于首位，让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鲜明
底色。在我国创新发展最前沿的地区，有一
批批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新时
代“拓荒牛”。

现代诗人臧克家曾经写过一首《老黄牛》
的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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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
待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说得多好啊。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扬“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就可以使我们
不畏艰险、勇毅前行，取得一项接一项的伟大
成就。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
文化学会会长）

辛丑牛年说“三牛”
仲富兰

仲富兰仲富兰

岁次辛丑，属牛之年，提笔画牛、写牛，
一则应景，一则抒情。

国人喜牛，真心实意，其身力大无穷，忠
心服务人类，天生性情温和。不似虎狼巨兽，
虽体壮却不堪役使；亦不似蚊蝇牛虻，虽玲珑
却不堪其扰。牛则不然，和驯良善，肩负沉重
而不迷失方向，砥砺前行而不停止脚步。田间
耕耘，不计代价，只讲贡献，不讲强食，若有
蚊蝇叮咬，亦不与其相较，仅凭短小之尾，拂
扫烦扰，有容载物，受人尊敬。在文化典籍
中，牛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周易》中称“坤
为牛”，即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因为

“坤象地任重而顺，故为牛也”。世间之德，莫
厚于大地，大地之德，如牛之和，如牛之顺，
如牛之善，无物不载，无物不容。

牛是我儿时真正的玩伴。生活在山里的孩
子，从小就是放牛倌，爹妈管田地，孩子管家
畜。我家最多时有七八头牛，母牛温驯，牛犊
欢快。每当出去牧草，一大群浩浩荡荡，我觉
得它们是村子里最漂亮的风景。有时小牛犊撒
欢乱跑，我扯开了嗓子喊一声“回来……”，
它们便乖乖入列，少年的我全是自豪。

后来上学了，工作了，成家了，立业
了，每当看着活蹦乱跳的小动物从眼前跑
过，思绪总能回到少年时期。那时候最爱撒
欢的小牛犊还没出生，它的妈妈老黄牛是一
头温顺的母牛，也是牛群中最好看的一头
牛，通身毛发顺亮，阳光下像一座小金矿，
个头硕大，身体健美，自头部沿脊背弧线完
美，肩胛突出、肌肉结实、四足稳健、腿部
修长、臀部浑圆、尾巴灵活、眼睛圆亮、睫
毛密长，眼眸轻眨，全是细水流长。她最喜
欢跟在我身旁，我看书时她独自觅食，我割
草时她看牢家当，我爬树时她目光温柔地低
哞仰望，似是叮嘱，又似守候，眼里微漾着
笑意的表情，颇有老家长的姿态。

柳冒芽，地气动，开耕了，老黄牛下田犁
地，是我们得力的帮手；双抢季节跟着我们起
早贪黑，同样承担着一份辛苦，一个丰收季得
掉好几斤膘；秋收一过，天气转凉，又要碾泥
打砖，盖房起舍，运土拉料全靠驾起的牛车；
一年四季，风里雨里，老黄牛不曾偷过懒，总
是默默地配合着、忍受着、劳作着，无声地将
自己的汗水流洒在日复一日耕耘的大地上。

相传大禹治水，每治好一处，必铸铁牛投
入水底，以镇水患；等到唐朝，铁牛便改设岸
上，既是风景，又供人瞻仰。古人认为，牛终
生耕田犁地、开垦荒原，乃盗取天仓谷种下凡
拯救黎民百姓之社稷神，而天地共主为了惩罚
牛，让牛世代受劳作之苦，供人类所驱役。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牛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往往

与踏实、忠顺、厚道、质朴、坚毅、无私奉献
等诸多优秀品质相关联。

数千年来牛与人类相伴，牛文化已经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牛在人类文明社会进化
过程中作用巨大，因此人们称牛为“仁畜”，甚
至誉为“神牛”。自古以来各民族还形成了尊
牛、敬牛的传统节日习俗，《礼记》上说：“诸
侯无故不杀牛”，唐宋时形成“舞春牛”习俗。
以牛为标，化牛入性，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牛文
化及勤劳奉献的民族个性。五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已站上新的历史起点。2021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开启之年。辞旧迎新之际，“三牛精神”的嘱托
铭记于心，任务光荣而艰巨，使命伟大而自
豪，唯有凝聚向前的力量，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牢记
使命、披荆斩棘、开拓创新。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
迅先生曾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和立场，甘愿做
服务大众的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
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
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
我们党坚毅前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
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
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新时代，我们也要
甘当“为民服务孺子牛”，以人民为中心，坚守
初心使命，做一名合格的人民画家，做“为民
之牛”，始终保持“为人民创作”的心性，保持
积极向上的心态，以赤诚之心投入到为人民画
像、为人民记录的艺术创作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人类社会
发展进步的原动力。站在新起点，争当“创新
发展拓荒牛”，奋发扬蹄、凝心聚力，只有在困
境中求生存，逆境中谋发展，不断开拓创新、
求索进取，才能诞生出敢想敢干、追求进步、
自立自强、善于创新的“拓荒牛”。放眼人类文
明，只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国家和民族，
才会迅速发展，掌握发言权。我们庆幸，拥有
中华民族这个勤劳智慧、富于创新的民族；我
们自豪，中国共产党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党，从吹
响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最强力的号角，到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拓荒
路上是孤单的，创新之路是寂寞的，只有敢为人
先、打破束缚，凝聚起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实践
智慧，才能促进变革，引领时代，不断开拓
创新。

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是老黄牛的
代名词，“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奇迹、改革发展、成
就伟业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艰苦
奋斗的重要性，指出“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
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
定信念”“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靠的正是艰苦奋
斗，体现的正是老黄牛精神。千年小康梦，都是
圆梦人，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历史性解决绝
对贫困问题，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
奇迹。一个个历史性成就，所有伟大发展的瞬
间，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拨开荆
棘、接力奋斗创造出来的，我辈甘当戒骄戒躁、
兢兢业业、持续拼搏的“艰苦奋斗老黄牛”，只
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做人做事。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生生不息的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所体现出来的为民服务、创新发
展和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
扬，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
梦，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鞭策溯源，是对今天
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画像。回望百年，中国从贫
穷落后一路行至伟大富强，伟大来之不易，富强
出自苦干。“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所展
现出来的“三牛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风
华的伟大勾勒，书写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
奋进的时代篇章。

今日中华之牛在其自己的年度里，要告知国
人，世界物质文明愈发达，我们的传统文化愈重
要，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我们必须
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和情感认同，发扬“三牛精神”，在世界大同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田地里，播下为民服务、创新
发展、艰苦奋斗的种子，和全人类分享。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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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从远古相袭而来
的牛文化，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密码，
不仅包含有原始文化、图腾文化、神话文化、
农耕文化、畜牧文化、民间文化、美学与艺术
文化等，更与儒道释文化密切相联系、重要相
构成。

检视人类文明发展、演变史，探研、反思
人与牛的生存、生活、经济、社会等关系，关
注与认知“人化”与“化人”演进，牛文化是
勤劳、奉献文化，任重、笃行文化，憨率、淳
朴文化，温讷、性善文化，也是开拓、创新文
化，忠诚、担当文化，更是无欲、尽瘁文化。
概言之，牛文化既是典型的奋斗进取文化，也
是典型的勠力致远文化。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高歌奋
进，争做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
献”。弘扬与传承牛文化，是特殊的文化自
信，更是昂然的文化担当。

诗词歌赋篇

诗话并词赋，咏之以明志赋之以抒怀，
历代文士事。古今文人墨客随悟其题。
拾遗惜高格，李白田园言怀以典喻格，
饮水净流觅。牵犊寻上游饮水清流觅。
介甫咏忠诚，王安石情注耕魂慨忠诚，
己没一毛利。主有千箱实自无一毛利。
彭城唱开拓，唐刘叉代之感言咏开拓，
劲岂曰终止。黄金如可种吾力终不止。
尧臣吟坚韧，北宋梅尧臣怜惜吟坚韧，
破领轭莫弃。朝出夜方归破领轭不弃。
毅父叹勤劳，宋孔平仲观禾熟叹功绩，
禾黍香百里。鸣泉谷登场禾黍香百里。
晞颜誉纯憨，元宋无涌情心绪喟纯憨，
茅绳柴扉系。牵绳系柴扉无人问非是。

务观吭担当，唐陆游激情放歌悟担当，
耄耋耕犹力。勿言老年迟八十耕犹力。
袁枚赞温讷，清袁枚感同身受赞温讷，
人间安稳倚。驮负老翁行人间安稳椅。
煜令鸣尽瘁，唐李家明数辉煌泣尽瘁，
枯刍斜阳谧。斜阳嚼枯草反刍喘亦谧。

公义担当篇

赴义溯太牢，赴公义可追溯帝王祭祀，
牺牲愿沛滴。当牺牲品祈天调风顺雨。
沐紫老聃乘，道祖老子沐紫气行坐骑，
函关撰殊极。函关著道德经纵论道思。
广儒孔丘卧，文圣孔子传儒学卧架车，
陬迢论语积。远行列国游说厚积论语。
或脱庖丁解，若不为厨工庖丁所肢解，
游刃余谁辑。何有游刃有余典之载辑。
西京刘邦决，刘邦矗汉缘何定都长安，
张良垦计议。张良献策适农耕宜国饲。
浆滴蜀守剑，血洒川主李冰利剑之下，
冤姑免再祭。蜀地少女再无祭江之虞。
跟随孝伯定，随步郑成功征尘复耕业，
交响宝岛畦。农耕欢歌再奏台湾田地。

农耕社稷篇

虑耕君权道，农耕作为帝王治国之道，
江山又社稷。事关江山稳固民生大计。
周肇摇墒鞭，周朝始制鞭打春牛仪规，
耒耜变铧地。木制耕耜换成铁犁铧地。
诸侯比强富，战国时期论之谁更强盛，
袤畦察四蹄。广袤原野巡视察看牛蹄。
秦编专吏辖，秦国设立牛耕专职官吏，
详律备惩励。制定详细饲牛奖惩政律。
汉推轮休法，汉武帝推行新农耕制度，
赵过发耦犁。创制更高效率耦犁耕具。
唐降规仪繁，唐至明清涉牛规仪繁多，
颁章胥顺祈。惠饲广耕禁宰为国重律。

典故传说篇

典故传说多，史书多载涉牛典故传说，
最美盼七夕。牛郎织女演绎最美故事。
轩辕战蚩尤，黄帝率族大战蚩尤部落，
哞韵催征奇。久攻不决吹牛角以披靡。
虞舜疼黑黄，虞舜帝心痛黑黄俩耕牛，
抽打声簸箕。驾驭仅鞭专置牛后簸箕。
夏禹治洚患，夏朝大禹治理洪水之患，
倾命断峡壁。应召倾命撞断阻洚峡壁。
楚屈予灵智，楚国诗人屈原予之灵智，
空缆驭归秭。故里秭归农耕皆无绳驭。
宁戚叩而歌，战国宁戚寻机叩角而歌，
齐桓刮目识。齐桓公拜为相国重才识。
丙卿忧国祚，西汉丞相丙吉忧患国运，
下步问喘疾。巡视中遇牛喘趋身问疾。
元璋充咕饥，朱元璋儿时炙官牛充饥，
帝幻滋此嬉。号令嬉戏却是帝梦源起。

名要尚喻篇

尚喻数英杰，古今皆有巨擘自喻崇尚，
牼者位首例。名牼仲尼弟子位列第一。
司翁谦轻毫，史父司马自谦九牛一毛，
杵臼孺儿骑。齐国君主景公任随儿骑。
主席嘱躬民，毛泽东嘱为官要做民牛，
总理拍其指。周恩来始终躬行自称之。
沫若抒兽尾，郭沫若倡之为兽中泰斗，
板桥咐婿礼。板桥嫁女嘱婿牵之迎娶。
鲁迅言吃草，鲁迅言食草甘为孺子牛，
裕禄料房挤。焦裕禄下乡常于饲屋挤。
饿叟寄砚耘，齐白石苦艺自喻耕砚牛，
舒舍贴切拟。老舍喻文牛墨砚耕纸笔。
可染立堂号，李可染画室立号师牛堂，
瑗望走畴泥。臧克家不待扬鞭自奋蹄。

（注：正文后缀部分为简略释文）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本文

发表时有删节。）

奋斗致远“牛”最美
——中国牛文化千字文

吕国英

“雷声隆隆地生彩，惠风和畅群牛来，时代呼唤我奋蹄，‘三牛精神’争前排。”2020年12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辛丑牛年来临之际，作画以记之。 刘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