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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送只兔，全家乐悠悠。
兔脚为你开财路，兔耳为你撞鸿
运，兔背为你驮康寿，让这头兔
伴你左右，永远动如脱兔！

新春福兔送吉祥，银兔进家
富满堂，肥兔祝你寿延长，奶兔
为你送健康，耕兔愿你粮满仓，
红兔祝你事业旺，兔郎望你爱情
长！

春节到，拜年早：一拜全家
好；二拜困难少；三拜烦恼消；
四拜不变老；五拜儿女孝；六拜
幸福绕；七拜忧愁抛；八拜收入
高；九拜平安罩；十拜乐逍遥。

兔 年 到 来， 祝 您： 逢 兔 年，
办兔事，做兔人，走兔运，发兔财，
兔气冲天嗷嗷叫，生活幸福哈哈
笑，去年的心情还不坏，今年的
日子更精彩！

兔年送你一只快乐兔，忘记
烦恼与忧苦；学习工作都进步，
勤劳铸就幸福路；平安健康要守
护，美好生活齐追逐；汗水浇灌

梦想树，穿越风雨不认输。
兔年就到，祝福先到。一祝

家祥和，二祝身健康，三祝事成
功，四祝钱财旺，五祝好运来，
六祝心情畅，七祝爱情甜，八祝
父母壮，九祝万事顺，十祝友情
长。

一 只 快 乐 兔 , 来 到 快 乐 山，
喝了快乐泉；又到快乐殿，吃了
快乐莲；遇到快乐仙，听了快乐
言：快乐很简单，快乐在身边 ; 
快乐无极限，快乐在兔年 ! 

虎尾系着金拢财气，兔首摇
着铃荡福音。风追逐着春天的行
踪，雪安步着温馨的海洋，灯点
亮了回家的路程，无论你在远在
近，我的祝福已经起航：祝你兔
年欢愉！

虎尾扫，兔耳翘，庚寅岁月
来拥抱；懂知足，少计较，珍惜
拥有很骄傲；讲义气，多尽孝，
品质人生口碑高；遇恩惠，涌泉
报，好人平安最逍遥！

“兔”在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字

眼。它既是人的生肖之一，也与

人类的生命、人们的美好的希望

密切相连。 

“兔”，是动物兔的象形字。汉代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兔，兽名，

像距后其尾形。”其甲骨文、篆文描画

的正是“兔”的长耳短尾的形象。 

闻”、“超逸”等语汇。

三只兔叠在一起组成一个汉字，表

示跑得飞快的样子。

“冤”字则替善良的兔子“鸣冤叫

“兔”添“土”旁为“堍”，

指桥梁两端靠近地的部分，即

上桥之处。 

“兔”与十二地支中的“卯”

对应，汉代王充《论衡》说：“卯，兔

也。”二者组成我们的生肖“卯兔”。

“卯”的本字描画的是草木出土萌

芽的形象。《说文解字》说：“卯，冒也。

兔年说兔

由“兔”字派生出的汉字并不多，

但都很有特点。 

例如，“逸”是一个会意字。兔子

跑得快称为“逸”。《说文解字》等书

都认为“逸”字表示兔子“善逃”。

这表明，兔子当之无愧的长跑冠

军。

于是又有“奔逸”、“逃逸”、“逸

失”、“游逸”、“隐逸”、“安

逸”、“逸

屈”的标志。

《说文解字》解释说：“冤，屈也。”

意为兔子在网罗栅栏之下，不能逃脱，

只有屈从，不能舒展。引申为冤屈。

于是有“冤枉”、“不白之冤”、“鸣

冤”、“申冤”等一系列词语。而兔子

居有冤之首。

可见可爱的兔子最值得人们同情。 

“兔”与“菟”相通。“菟”就是

牵藤寄生的草本植物“菟丝”，也叫“菟

丝子”，又名“女萝”，或写作“兔丝”。 

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在十二时辰中，

“卯”时是指早晨 5－ 7时。

因此，“卯”表示春意，代表黎明，

充满着无限生机。 

“柳”体现着“卯属木”之意，于

是有“春风杨柳”。 

“茆”，是一种水草。又形容有时

草丛生，茂盛的样子。 

“昴”，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泖”，指水面平静的湖塘。 

“铆”，表示将物体的部件紧密地连

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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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跃神州，兔

奔盛世。兔年来到了。

望着新买来的吉祥、

可爱的兔年挂历和

年画，情不自禁地想

说说曾给人类带来吉

祥的兔子，增添些年趣

儿……

兔子，它洁白、乖巧可爱，早已成为

人类的朋友，咱们中国老百姓一直把它视

为吉祥之物。我国几千年神话传说中的《嫦

娥奔月》故事，就常常赞美与嫦娥相伴的

玉兔。古代的人们虚拟出一个凡人不可及

的冰凉的“广寒宫”，让玉兔在桂花树下怀

抱着玉杵辛勤捣药，日复一日地为人间消

除秽气降福给人间。每到阴历十五月圆时，

人们都会抬头望月，遥望月里的嫦娥和玉

兔，她们的故事，一直为今人津津乐道。

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将“玉兔”喻为明

月，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冰兔半

开魄，铜壶微滴长”之语。《孙子兵法》有

“动如脱兔”；《淮南子》有“兔子走火如马

则追风逮日”；《三国演义》有“马如赤兔，

关公千里走单骑”之说。就连中国功夫里

都有以十二生肖命名的招式如：灵猫扑鼠、

铁牛耕地、猛虎跳涧、兔子蹬鹰、蛟龙入海、

白蛇吐信、野马撞槽、顺手牵羊、美猴观阵、

金鸡抖羽、黑狗钻裆、野猪寻食。其中的

“兔子蹬鹰”就是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厉

害招数。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悠久的关于

兔子的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歇后语、儿

歌等。如：白兔赤乌，东门逐兔、守株待

兔，狡兔三窟、兔起鹘落等。在古诗词里有：

“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

不教人射击，玉鞭遮到马蹄前”。明，谢承

举有诗，《白兔》：“夜月丝千缕，秋风雪一

团。神游苍玉阙，身在烂银盘。露下仙芝湿，

香生月桂寒。姮娥如可问，欲乞万年丹”。

作者们通过人与白兔共鸣与和谐，从侧面

揭示了小白兔的静美与可爱，提升了人间

心慧者爱，爱者精神充实的情感，写作手

法十分高妙。民间艺术则称兔子为——“兔

儿爷”，兔子衍生出来的中国文化备受人们

喜爱，也有不少人供奉“兔儿爷”以祈福、

消灾……

关于“兔儿爷”，还有一段传说：

古时候有一年，忽然起了瘟疫，难以治愈。

月里嫦娥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

派身边的玉兔下凡送药，去为人间百姓治

病。玉兔变幻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挨家挨

户地去送药。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

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城

镇乡村，治好了人们的疾病，消除了大瘟

疫。于是，人们用泥造了各式各样的玉兔

形象，有抱白菜的“百财兔”，有怀抱元宝

的“发财兔”，有骑在老虎背上，身穿铠甲

威武的“将军兔”，还有跨在一钩弯月上蹦

蹦跳跳的“明月玉兔”等。其泥塑手工工艺，

造型生动、活泼、诙谐，古代的人们，常

常用此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平安、吉祥、

幸福，城乡的男女老幼们都亲切地尊称她

为：兔儿爷”、“兔儿奶奶”……

兔子是人类的朋友，它可分为三大

类，就是食用兔、毛用兔和宠物兔。兔子，

是单纯的草食动物，兔肉制食品没有禽流

感，没有“疯牛病”，也没有“口蹄疫”。

兔 肉 是

美味佳肴，

兔肉含低

脂肪高蛋

白，可缓解老年人动脉硬化，

降低冠心病、高血压的发病率，促进

儿童大脑发育，使青年人的肌肉弹性周期

延长，让青春常在。兔子皮又可制成柔软、

保温的衣、帽、围巾、手套等，为人类御

寒。兔毛还是文房四宝中毛笔的主要原料。

辽化重阳诗社副社长——徐英琏老师曾赋

诗一首，《赞兔》：“通体洁白似雪团，温

文尔雅赛婵娟。蟾宫捣药地天动，毛颖染

宣今古传”。兔子不危害人类和环境，曾

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小

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

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在兔年的新

春里，我幼时曾唱过的这一首儿歌，又在

我的胸中回响…… 

兔文化趣谈 

湖南春节第一餐要吃“年糕”，意为

“一年更比一年好”，而少部分湖南的苗

族人民，春节第一餐吃的是甜酒和粽子，

寓意可“生活甜蜜，五谷丰登”。

湖北有的地方春节第一餐喝鸡汤，象

征“清泰平安”。此外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还要吃鸡爪，寄意“新年抓财”；年轻的

学子要吃鸡翅膀，寓意能展翅高飞；当

家人则吃鸡骨头，有“出人头地”之意。

荆州、沙市一带，第一餐要吃鸡蛋，意

谓“实实在在，吉祥如意”。如遇客人，

要吃两个煮得很嫩、可透过蛋白见蛋黄

的“荷包蛋”，意即“银包金，金缠银，

得金得银”。

江西鄱阳地区第一餐要吃饺子和鱼，

意为“交子”和“年年有余”，有的在饺

子中放糖块、花和银币，意味着“生活

甜蜜”、“长生不老”、“新年发财”。

广东部分地区春节第一餐要吃“万

年粮”，即做好足够春节三天家人吃的饭

菜，寓有“不愁吃喝”之意。潮州一带，

第一餐常吃用米粉和萝卜干油炸而成的

“腐圆”，喝芡实、莲子等熬成的“五果汤”，

寓“生活甜美，源远流长”之意。

广西壮族人春节第一餐吃甜食，表示新的一年

生活美好，甜蜜如意。

福建闽南人春节第一餐吃面条，寓意“年年长

久”，漳州一带吃香肠、松花蛋和生姜，寓意“日

子越过越红火”。

江苏、浙江部分地方春节第一餐要吃由芹菜、

韭菜、竹笋等组成的“春盘”，寓意“勤劳长久”。

安徽一些地方春节第一餐时每人要咬一口生萝

卜，名为“咬春”，可“除菌防病，新年吉祥”。

关中、河南部分地方春节第一餐要吃饺子与面

条同煮的饭，叫“金丝穿元宝”、“银线吊葫芦”。

台湾春节第一餐吃

“长年菜”，是一种长茎

叶，有苦味的芥莱。有

的还在菜里加细长粉

丝，意即“绵绵不

断，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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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联

   年祝福短信

山中虎啸昌新运  月里兔欢启宏图

门户临风迎春入  高楼触月接兔归

月里嫦娥舒袖舞  人间玉兔报春来

月中玉兔下凡界  陌上金鸡报晓春

玉户临风迎兔入  高楼揽月接春来

玉兔迎春春入户  金莺报喜喜临门

兔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
大 约 始 于 一 千 多 年 前 的
后 蜀 时 期， 这 是 有 史 为
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
典 》，《 燕 京 岁 时 记 》 等
著 作 记 载， 春 联 的 原 始
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
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
当 中 有 座 山， 山 上 有 一
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
树 梢 上 有 一 只 金 鸡。 每
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
夜 晚 出 去 游 荡 的 鬼 魂 必
赶 回 鬼 域。 鬼 域 的 大 门
坐 落 在 桃 树 的 东 北， 门
边 站 着 两 个 神 人， 名 叫
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
夜 间 干 了 伤 天 害 理 的 事
情， 神 荼、 郁 垒 就 会 立
即 发 现 并 将 它 捉 住， 用
芒 苇 做 的 绳 子 把 它 捆 起
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
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
于 是 民 间 就 用 桃 木 刻 成
他 们 的 模 样， 放 在 自 家
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
人 们 干 脆 在 桃 木 板 上 刻
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
为 这 样 做 同 样 可 以 镇 邪
去 恶。 这 种 桃 木 板 后 来
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
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
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
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
三 则 装 饰 门 户， 以 求 美
观。 又 在 象 征 喜 气 吉 祥
的 红 纸 上 写 对 联， 新 春
之 际 贴 在 门 窗 两 边， 用
以 表 达 人 们 祈 求 来 年 福
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
康 宁， 一 些 地 方 的 人 们
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
据 说， 大 门 上 贴 上 两 位
门 神， 一 切 妖 魔 鬼 怪 都
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
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
古 人 认 为， 相 貌 出 奇 的
人 往 往 具 有 神 奇 的 禀 性
和 不 凡 的 本 领。 他 们 心
地 正 直 善 良， 捉 鬼 擒 魔
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
们 所 仰 慕 的 捉 鬼 天 师 钟
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
所 以 民 间 的 门 神 永 远 都
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
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
随 时 准 备 同 敢 于 上 门 来
的 鬼 魅 战 斗。 由 于 我 国
民 居 的 大 门， 通 常 都 是
两 扇 对 开， 所 以 门 神 总
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
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
人 们 又 把 秦 叔 宝 和 尉 迟
恭 两 位 唐 代 武 将 当 作 门
神。相传，唐太宗生病，
听 见 门 外 鬼 魅 呼 号， 彻
夜 不 得 安 宁。 于 是 他 让
这 两 位 将 军 手 持 武 器 立
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
就再也没有鬼魅骚扰了。
其 后， 唐 太 宗 让 人 把 这
两 位 将 军 的 形 象 画 下 来
贴 在 门 上， 这 一 习 俗 开
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为何贴春联和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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