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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文化里的狗

乔忠延

一夜连双岁，鸡去狗年来。

二〇一八年，农历为戊戌年，生肖为狗。

狗为何会成为十二生肖之一？狗为何会成为人类最亲

密的朋友？

让我们沉入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去寻找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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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报好音家家幸福，玉犬迎新岁户户安康。祝读者朋

友年年大吉！

■考古发现：相伴万年的助手

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坎坎坷坷的步履就在不

断穿越岁月的风霜雨雪。拙笨却又聪明的先祖，能够把弱小

的肢体茁壮为草木生物的主宰，绝不只是疯狂孤傲的杀戮，

最要紧的是仁爱谦和的施舍。岁月悠悠，施舍绵绵，当施舍

成为驯养，撒蹄乱跑的野兽，张翅乱飞的禽鸟，就变为厩栏

里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从此，六畜便与先祖

朝夕相处，共同用自己的能耐，或者生命，拓展农耕文明的

领地。

倘若有人要问，六畜当中哪个与人类相伴的时日最久？

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狗。早先这样回答，大抵属于哥德巴

赫猜想，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进程，回答这个问题不再是猜

想，而是确有实据。

实据之一：距今 6000 年前的半坡遗址，发掘出动物骨

骼，猪、牛、羊、狗、麝、斑鹿等动物位列其中，狗榜上有

名。

实据之二：距今 7000—5000 年前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

遗址，发掘出猪、狗、水牛的骨骼，狗仍然榜上有名。

实据之三：距今 7000 多年前的河北武安市磁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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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出鸡、猪、狗的骨骸，狗继续榜上有名。

实据之四：距今 1 万多年至 2.6 万多年前的吉林榆树县

周家油坊遗址，发现了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除了人的骨骼

化石，还有老虎、猛犸象、披毛犀和普氏野马的化石。更为

令人瞩目的是，家狗的头骨“半化石”位列其中。再说狗榜

上有名不妥了，狗成为独占鳌头的唯一家畜。

狗独占鳌头，不只是遥遥领先于六畜中的任何一畜，而

且这面世的骨骼化石独领风骚，让人们远眺到了全新世的进

化景象。大约 1 万年前，在我国的东北，狗已经被驯化，成

为人类的帮手。

倘若将这个发现，与东北的原初人类蒙古通古斯人对

接，即可认定，是戎、狄、肃慎、东胡等部族，率先驯养出

了家狗。也可感知，戎族所以有犬戎之称，所以用狗作为图

腾，是缘于他们最早驯养狗、御用狗。

也有专家认为，在中国发现的狗的遗存最早不超过 9000

年的历史，其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但在德国的

一个距今 1.4 万年前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狗和人合葬在

一起；在美国犹他州一处洞穴里发现的美洲最早的埋葬狗的

遗址距今 1.1 万年。可见人类驯养狗的历史确实源远流长。

驯养狗、御用狗无可非议，崇拜狗并以狗作图腾似乎有

些不可思议。然而，我们绝不可以用现代眼光看待往昔的物

事，人类童年时代最重要的是，挣脱造物主确定的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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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挣脱食物链，仅仅靠自个弱小的四肢不行，不得不拓展能

力，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就是不断拓展自身能力的过

程。假若拓展到石器为我所用而罢手，人类还是难以解脱食

物链的环扣。催化解开食物链环的是，先祖与动物组成了一

个命运共同体。六畜就是这个共同体的主要成员，每一位成

员都会受到人们的保护，不再遭受意外袭击，沦为猛兽的美

食。而且，可以饮食无忧，免遭风雨侵蚀。当然，每个成员

也要履行应有的责任，尽心干活，出力流汗。最早与人结盟

的是狗，自从吃人的食物，住人的窝棚，狗就成为人的忠实

盟友。看门护家，恪尽职守；出外打猎，勇猛冲锋。在我看

来，人类最早降服猛兽，就是借助了狗的威力。自然，一只

狗的力量有限，一对一未必能够战胜老虎、豹子。可是，先

祖绝不会让盟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往往会采取“狗海战

术”，群起而攻之，再凶狂的猛兽也会遭到围歼。不妨做这

样的畅想，正是得益于狗的鼎力相助，人类才摆脱了被拴在

食物链上的厄运。马牛羊猪和鸡看到人类的强大，为寻求生

存的安全，才心甘情愿寄人篱下。

狗的不凡业绩，人类如何能忘记。惯于感恩的先祖崇拜

狗，敬祀狗，自在情理之中。甚至，狗还堂堂正正走进了国

人的神话。《搜神记》中记载，高辛氏时戎吴强盛，数侵边

境，遣将征讨，难以取胜。高辛氏招募天下勇士，许诺谁取

得戎吴将军人头，愿将公主嫁给他。岂料猎得戎吴将军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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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竟是盘瓠，而盘瓠不是人，是高辛氏的一只狗。高辛氏正

在为难，公主已挺身而出自愿嫁给盘瓠。成婚时，盘瓠化为

人形。之后他们产出男女十二个，后代逐渐繁盛起来。畲族、

瑶族人均认为盘瓠是他们的先祖，虔诚地尊奉狗为图腾。服

饰上也有诸多纪念先祖的标示，盘瓠“其毛五彩”，瑶族便

把衣服染上五彩颜色。女子把头发梳结成狗耳状，男子则把

服装剪裁得前短后长，腰带垂挂于臂部以下，形同狗尾。对

狗的尊崇已成为生活习俗，祭祀祖先前要先喂狗，主祭者甚

至模仿狗的动作，手足并用，从供桌下爬过去吃祭品。如此

祭祀之后，全家才能围桌进餐。至于让儿童戴狗头帽子，穿

狗头风衣，无非是要让先祖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神话不是历史，不能信以为真，却可以从中感悟到，狗

催化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们至今不忘狗的恩情，因而铭记

狗、敬祀狗。

■典籍记载：忠贞不贰的朋友

问世间情是何物？情比烟云轻，情比泰山重，情可生死

相许，情也可大难临头各自飞。如此回望，人类与狗相厮相

守上万年，不离不弃，真够得上最铁的交情。如此审视，形

成这至铁友情固然有人的重情重义，但绝不可忽视狗忠贞不

贰、死心塌地效忠主家的模范行为。是狗这模范行为维系了

世所罕见的主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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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如何效忠主人？街谈巷议姑且不谈，仅图书典籍里的

事迹就令人对狗刮目相看。

《续搜神记》中有篇杨生义犬的故事。杨生养了条狗，

喜欢得形影不离。有天夜里行走，杨生不慎掉进一眼枯井里，

狗在井口彻夜吠叫。第二天有人路过，听见狗的叫声很奇怪，

走近一看发现了杨生。此人伸手相救，不过提出一个条件，

要杨生把这只善待主人的狗送给他。杨生哪里舍得，可是不

舍弃狗，就不能获救。他正在犹豫，就见狗低头瞅着井底示

意，杨生明白了狗的眼神，立即答应以爱犬相赠。杨生被救

上来，那人牵着狗离去了。狗走几步回头看看，看得杨生好

不心酸。岂料，五天以后的夜里，狗居然悄悄回到了杨生家

里。

这狗真是忠贞不贰的典型代表，主人落井它狂叫呼救，

为救主人它甘愿献身，思念主人复又回归，真该授予最佳之

狗称号！且慢，唐人《集异记》里柳超的那只狗有过之而无

不及。柳超是唐中宗时的谏议大夫，犯颜上谏，得罪皇帝被

贬谪岭外。与他相随的有掌阁、掌书两个仆从和一只狗。主

人遭贬，最需要有人照料，可是这两个仆从居然心怀叵测，

商量以皇帝有密诏为由毒死柳超。两人密谋自然不避讳狗，

狗听得一清二楚，就在毒食端出，柳超要吃的紧要关头，狗

咬死了两个坏蛋，保全了主人的性命。看看，这个故事里的

狗，不仅忠诚，而且忠诚度超过了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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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朝，狗的这种品德仍然可见，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里留有《义犬》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潞安某甲

的父亲被押进监狱，匆匆骑上骡子带钱去救。家狗紧随其后，

穷追不舍，呵斥不回，鞭抽不退，投石击打，才悻悻止步。

夜宿解带，此人才发现钱袋破了，救命的钱抛撒了一路，顿

时明白狗紧紧追赶是在提醒自己。懊悔自己不解其中味，错

怪忠诚狗。熬到次日天亮，匆忙返回找钱，可路上行人如蚁，

哪里还有找到的希望。赶到投石打狗的地方，只见狗躺在草

丛中，汗湿全身，已经毙命。而丢失的钱都在狗的身下，这

人大为感动，覆土掩埋，谓之“义犬冢”。称之义犬，名副

其实，为将钱一枚一枚搜罗在一起竟然劳累过度，慷慨捐躯，

实在难能可贵啊！

即使不再列举，狗忠贞不贰、敏捷聪慧的品格，也已展

示得淋漓尽致。而且，狗为了主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绝

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反而主人越是有难，狗越是贴心

援救，诚心诚意要让主人摆脱困境。我想，正是这种高贵品

质让人乐意与狗生死相依，永不分离，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系越来越铁。

■文艺天地：活泼可爱的形象

生死相许，不弃不离，狗几乎成为人类最可信任的知己。

狗千秋万代、矢志不渝地付出，获得了世人的厚爱。人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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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喜欢到宠爱的地步不说，而且宠爱到了文学艺术天地。诗

词书画，乃至雕塑作品，无处没有狗忠勇可爱的形象。“狗

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下笔一挥，乡村祥和安宁

的日子即出现在眼前；“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

笔墨一点，寒冬也变得温暖了。狗叫声传递出的多是温馨醉

人的乡村气息。

当然，要将人与狗的那份情趣活画出来并不容易，非苏

东坡这样的大家难以成其妙。晚年的苏东坡豢养了一只名叫

“乌喙”的狗，它忠于职守，“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

它善解人意，“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它憨态可掬，“跳

踉趁童仆，吐舌喘汗雨”；它特立独行，“长桥不肯蹑，径渡

清深浦”；它并非完美，“盗肉亦小疵，鞭箠当贳汝”；它肯

定是名门之后，“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夸赞这只狗犹

如给陆机传递家书的那只黄耳狗的后代。

好个苏学士，随兴走笔，把狗活画得真实可信，纯情可

亲，诚挚可敬，真不愧是赞颂狗的优美绝唱！

诗词中有狗，画幅中也有狗。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已经出

现了狩猎犬，这等于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

狗已成为先祖喜爱的艺术对象。无独有偶，甘肃大地湾新石

器遗址出土的彩陶壶上，家犬悠然其上，况且不止一只，而

是四只，每只都栩栩如生，活泼可爱。狗频频在画幅上展示

风采，露面最多的是喜迎新春的年画。武强木版年画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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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义犬救主》，画中醉卧一人，火焰就要烧身，一只小狗

口含着湿草跑向主人。这是《搜神后记》中的一则故事。往

昔过年，家家都有贴年画，贴窗花。窗花自然不会让狗缺席。

蔚县窗花中的狗，毛色艳红靓丽，周边绿草衬托，更显得强

健英俊。有这样的狗看家护院，肯定天天祥和安泰。

雕塑是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狗的形象当然不会缺席。

雷州半岛雕刻的石狗名扬天下。石狗有大有小，大的守门，

小的看屋，再小的甚至摆上神龛供奉祭祀。狗入雕塑源远流

长，早在汉朝就已盛行。河南、四川屡有出土的陶狗，有西

汉的，有东汉的；有坐姿的，有站姿的；有引颈高叫的，有

瞪眼远眺的……琳琅满目，尽显狗的风采。

汉朝陶狗不算古老，往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有位收

藏家保存着那时的一组黑陶狗，有仰首的，有卧地的，有蹲

坐的，有回头的，还有人形的。那只仰首狗最具风韵，弯曲

脖子高昂着头，前肢低伏，后腿高站，跃跃欲试，准备出击。

狗丰富了艺术世界，艺术彰显了狗的生命活力。

■成语典故：嗤之以鼻的丑类

在十二生肖里，狗是褒贬反差最大的动物。形象最好的

莫过于牛，勤劳踏实，付出最多，索求最少，鲁迅一句“俯

首甘为孺子牛”，将牛奉为做人的楷模。形象最拙劣的莫过

于老鼠，从生到死一个偷字贯穿始终，“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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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以偷窃为生的必然下场。狗呢？其形象简直是天壤之

别。好起来在诗词里被人赞美，坏起来不知谁给它抹黑抹得

一塌糊涂。

把狗抹得最黑的是成语典故，举目可见的都是贬低，甚

至接近于咀咒和谩骂。随手拈来就是一大把：有人心眼狭小

是鸡肠狗肚，有人写不好文章是狗屁不通，有人多管闲事是

狗捉耗子，有人不顾廉耻是蝇营狗苟，有人奢侈腐化是声色

犬马，有人凭借势力为非作歹是狗仗人势，有人铤而走险是

狗急跳墙，有人拉帮结派是狐群狗党，有人妄为坏事是狗胆

包天，有人给坏人出点子是狗头军师，有人遭受谩骂是狗血

喷头……你看凡是人间不冒烟的糗事和拙劣的行径，几乎都

栽赃于狗，真有点不可思议。

细细考量，狗真是冤屈。就说成语狗尾续貂，《晋书·赵

王伦传》里有“貂不足，狗尾续”的记载。赵王司马伦窃取

了帝王的宝座，滥用亲信，近侍官员以貂尾为冠饰，由于安

插太多，貂尾不够用，便用狗尾顶替。可怜的狗被剪掉尾巴，

还遭受唾骂。

狼心狗肺更加冤屈，狗和狼捐出器官救人的献身之举，

竟被视作贬义。这则成语出自冯梦龙笔下，《醒世恒言》卷

三十写道，战国时名医扁鹊，发现草丛中有一具刚死的尸体，

他想救活，可此人的心和肺坏死了。正在发愁，忽然看见附

近有狼和狗游走。匆忙拔刀相向，割下狼的心和狗的肺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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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尸体。尸体复生为人，却抓住扁鹊去见官，说他抢劫了自

己的钱财。多亏阳城县令听到扁鹊的申辩，查验出此人确实

是狼心狗肺，若不然扁鹊只能蒙冤入狱。原来，狼心狗肺这

成语是狗和狼舍命救人，如今用来形容某人真坏，不光冤枉

了狗，也冤枉了狼。

多亏狗是文盲，倘要是识字，倘要是知道自己被扭曲成

这般丑态，肯定会抹去“一把辛酸泪”，怒斥“满纸荒唐言”。

不过，若是用存在就是合理的准尺衡量，狗遭贬损一定

会有原因。探究品鉴词汇，还真是这样。比如“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形容不识好歹。狗不仅咬吕洞宾，还冲着帝

尧狂吠。证实狗咬帝尧的成语是“跖狗吠尧”。这就更不应

该了，帝尧是仁爱的化身，是君主的楷模，是民师帝范，你

不敬也罢，为啥还要冒犯他老人家？原因一看就明白，这不

是别人的狗，而是“跖狗”，柳下跖的狗。柳下跖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反叛角色，庄子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

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

父母兄弟，不祭先祖”。因而柳下跖也被叫作盗跖。做了盗

跖的狗，便看盗跖的眼色行事，也就不识好歹朝着帝尧狂吠。

所以，世人便把狗钉在耻辱柱上。

如果说跖狗吠尧，只是人们的杜撰，没有可信度，不足

为凭，那么，晋灵公教唆恶狗伤害赵盾却是不争的事实。晋

灵公是个劣迹斑斑的顽童君主，经常站在花园的高台上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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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射打路人。路人抱头鼠窜，他则开心大笑。一天，厨师没

有把熊掌炖烂，他马上杀死，还将尸体装入筐内，命宫女们

抬着游转，吓唬大臣。大夫赵盾三番五次规劝他弃旧图新，

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刺杀他。他绑缚一个草人，画上赵

盾的面容，胸腹间装上肉，训练他的恶狗扒开去吃。待赵盾

上朝，恶狗不分青红皂白，狂扑上去行凶，若不是有卫士相

救，赵盾就会被恶狗破肚掏肠，死于非命。

写到此，狗的短板露出来了。一切围绕主子转，缺乏价

值观，缺乏是非观。主子好，狗则做好事；主子坏，狗则做

坏事。所以，成语典故里对狗多有微词也不为过，尚属正常。

■现实生活：客观公正的评判

纵观古今，对狗应该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将狗比作水，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狗比作火，火可取暖亦可焚屋。如此

看来，狗的好和坏固然是狗的行为，其实是人的教唆所致。

狗只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决策者的人品人格，决定狗好、

狗坏。所以，劝君别骂狗，修炼自身，升华道德，以此来主

导狗，让狗给人办事、帮忙。

别看前面那么多成语、典故都在人眼看狗低，可是也没

有败坏了狗的声誉。有人将狗奉为楷模，总结出狗有“八德”。

找不出瑕疵的鸡才有“五德”，不识好歹的狗竟比鸡还多三

德，到底是哪八德？是忠、义、勇、猛、勤、善、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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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对应的说明，守家为忠，救主为义，狩猎为勇，出

警为猛，牧羊为勤，导盲为善，宠物为美，那劳呢？拉起雪

橇冒着严寒奔跑可谓是劳。虽然不无牵强附会，却也还能自

圆其说。

我不想对别的说辞多做挑剔，只想说说将狗奉为宠物。

不知从何时起，狗成了宠物，还是宠物里人们的最爱。近百

年来，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养狗狩猎的越来越少，多数

都是为了看家护院。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治安的逐渐好

转，养狗看家护院的功能日渐消退，纯粹是观赏和娱乐。观

赏和娱乐无可非议，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在无碍大局

的情况下，有点个人情趣才能彰显社会的宽容度、和谐性。

只是任何事物都该有个尺度，过度就会适得其反。

狗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上升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往昔

有句俗话：狗改不了吃屎。可是，试看今日之天下，谁家之

狗还在吃屎？不仅不吃屎，还吃得不比人差，吃香肠，喝牛

奶，都属于平常生活。而且与人同居豪华房间，冬天外出还

背着毛坎肩，一副绅士气派。不劳而获，丰衣足食，狗早已

安居乐业。人乐业，尚要早出晚归，付出辛劳。狗乐业，没

有那么劳累，摇尾乞怜，讨得主人欢心即可。狗可能不会想

到它的地位会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以狗的品种好为

荣，有人以狗的价钱高得意。狗绝不会想到，有些人类居然

要从狗类身上找回一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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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一搜索，看到关于狗的数字更是惊人。前两年上

海在册登记的狗已超过 26 万只，加上没有在册登记的，总

数大约在 80 到 100 万只。如此数量庞大的狗群，几乎与我

所居住城市的人口数量旗鼓相当。狗要吃要喝要理毛要诊

病，养一只狗的花费不低于一个人的消费。庞大的狗群每天

要拉要撒，要排出数以吨计的粪便，若不及时打扫，就会污

染环境。狗派生的负面效应，确实不可小觑。

实际上，狗的盛誉和劣名，狗的兴旺和衰落，都是人为

所致。狗的好歹是人们品行的延续，狗的多寡是社会风气的

映象。狗年来临了，光大狗的正效应，让它的忠诚敏捷助力

社会进步；遏制狗的负效应，让它的瑕疵毛病不要造成危害。

如此，我们的社会就会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就会温馨迷人。

狗年是旺年，“汪汪汪”的狗叫声像是阔步前进的呐喊

和鼓点，就让我们怀揣美好的向往，践行美好的举措，实现

美好的中国梦。

每逢过年，中华民族都要张贴红艳艳的春联。这里摘录

几副与狗相关的春联供您选用：

金鸡九霄歌国泰，义犬四海报平安。

兴邦当立鲲鹏志，报国应效犬马劳。

年逢大有牛羊壮，国步小康鸡犬宁。

（作者：乔忠延，系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来源：《光

明日报》2018 年 02 月 09 日 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