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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

学。“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

的经典体现”，对中华文明这一重要精

神文化符号的解读自然离不开考古

学，特别是离不开专门研究古人与动

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动物考古学。《动物

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以下简称

《动物寻古》），为我们带来了动物考古

学家倾心讲述的生肖故事。

《动物寻古》是著名动物考古学

家、中国科技考古领军人物袁靖先生

的新作。该书旨在寻找生肖动物在

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身影，首次从动物

考古学的全新角度探究十二生肖，还

原十二生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破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动 物 寻 古》旁 征 博 引 ，内 容 丰

富。本书系统梳理了考古遗址出土

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动物遗存，探讨

这些动物的起源、出现、特征及古人

获取和利用这些动物的行为特征与

文化内涵；展示了一系列典型的与十

二生肖相关的文物图像，呈现了融入

古人生活之中的生肖动物精彩的艺

术表现；阐述了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历

史文化，从中华历史长河中探寻生肖

之谜。

相比起已有的解读生肖文化的论

著，《动物寻古》一书更注重从考古遗

址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出发，并综合

分析相关的文物、图像、文献和民俗，

重点探讨生肖动物在古人生产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仔细讲述中华民族与动

物漫长相处、同行至今的种种故事。

《动 物 寻 古》丝 丝 入 扣 ，科 学 严

谨。该书通过考古科学技术与实证

研究的方法，以动物考古学的独特视

域来解密生肖动物的文化之谜。动

物考古是一门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

物遗存进行研究的学科。袁靖先生

向公众展示了动物考古的五大“破

案”手段：动物遗存的采集与分析、碳

十四测年、古 DNA 分析、碳氮稳定同

位素分析和锶同位素分析。十二生

肖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是现

实中存在的动物，在考古遗址都有发

现。根据考古实物标本，凭借这五大

破案手段，就可还原十二生肖的前世

今生。通过动物遗存的采集和分析

以及碳十四测年，可以确定人类获取

和利用动物的时光之旅。通过碳氮

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分析动物的饮

食结构，动物与人类的食物趋同是人

类掌控和饲养动物的标志。古 DNA

分析揭示出中国先民独立地驯化了

狗。锶同位素分析则可揭示动物的

来源地、探讨动物资源的流通，如陕

西雍山血池祭祀遗址中，马的骨骼中

锶同位素比值表明它们均来自至少

100 公里之外的地方，反映出秦汉时

期中央集权体制可以高效调配动物

资源。《动物寻古》还从动物考古的角

度 解 读 生 肖 动 物 与 人 类 艺 术 的 关

系。生肖图像正是以艺术的形象表

现或再现动物形象以及人类开发利

用动物资源的历史场景，《动物寻古》

也因此使得生肖图像的解读有了科

学实证的考古基础和生动有趣的情

景再现。

《动 物 寻 古》妙 趣 横 生 ，引 人 入

胜。在作者的奇思妙笔之下，鼠是

“与北京猿人同龄”的“麻烦制造者”

与“医学贡献者”，牛是“5000 年前的

西亚来客”以及“农耕时代第一生产

力”和“华夏文明的柱石”，狗是“陪你

走过一万年”“从生到死，始终跟随”

的人类伙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为读者提供了饶有价值、异常精

彩的“生肖故事”，展现了“动物寻古”

的魅力。

生肖是中国文化及民俗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中华传统的文化

基因。华夏大地上动物千千万万，为

什么这 12 种成为十二生肖呢？作者

认为，这 12 种动物与中华文明关系

密切，它们或许为先民的生存作出了

巨大贡献，或许代表了先民向往的某

种理想。生肖文化的发展脉络，根植

于人类动物观念的变化，又源于环境

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究其根源，是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

育出生肖文化。生肖文化承载了中

国重要的文化基因与从上至下的精

神文化需求。作者努力将十二生肖

涉及的动物知识融入中国历史之中，

很好地揭示了生肖动物与中国古人

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与

角色，也由此有了考古与历史实证研

究的科学解读与阐释，借此解码了生

肖文化这一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

化符号。比如通过对生肖动物的习

性特征以及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

作用与角色的考古研究，让我们熟悉

生肖品性，并了解其优劣与利弊，从

而也就明白为什么国人会关注生肖

属相，如此热爱生肖文化。

作者认为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

传承数千年的体现。的确，生肖文

化，植根于每位国人的心底，体现了

中华文明的广度。其实，对待动物的

历史细节，也体现着一个文明的高

度。善待动物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

统，如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动物寻古》代表了中国动物考古

走向大众的新高度，这也缘于作者多

年坚持有意识地“转化”动物考古学

成果、向公众讲述“考古故事”的实

践。作为一位学界公认的有强烈历

史使命感的学者，袁靖先生数十年如

一日，攀登着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

峰，推动中国动物考古、中国科技考

古走向了世界。关于本书，他在前言

中感触颇深：“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

程中，尤其是揭示古人利用动物的具

体细节时，我时常会感慨古人创造历

史之伟大，也萌生了讲述背后故事的

想法。有一位学者说过，历史研究就

是讲好故事，并赋予其意义。动物考

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可以讲出不少精

彩故事的。”本书是他将自己 30 年动

物考古学研究的心血与成果转化为

“在动物考古学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故

事”。这也是作者继《中国动物考古

学》之后又一部集大成之作，厚积而

薄发，读来别开生面，新知迭出，兼具

科学性、知识性、人文性和趣味性，会

让读者跟着作者一起如同解谜一般

在动物生肖里认识中国文化，在生肖

故事里感知中华文明。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

国》，袁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 罗运兵 李志鹏 吕鹏

在生肖故事里感知中华文明

在供暖普及的今天，寒冷似乎已不足为惧。然

而，在取暖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古代，古人是如何度过

漫长冬季的呢？古往今来，取暖方式虽一直在进化，

但有关御寒的思路其实大同小异，细数下来无非三

种，要么是改善居所的取暖设施，要么把自己紧紧包

裹起来隔绝寒冷，再者就是在食物等方面着力。

在古代，冬日人们出门的频次大大降低，窝

在家里是常态，因此改善居所的取暖条件，无疑

是抵抗寒冷最有效的方式。火的出现，让人类告

别了茹毛饮血，同时也发现了温暖的来源。冬日

里木炭烤火成为古代最常见的取暖方式。富有

智慧的古代人，在此基础上发散思维，创造出了

真正意义上的“温室”。

早在秦朝，就有建筑师设计了大型取暖设施

壁炉。汉代宫廷里还出现了温室殿，用花椒和泥

浆作为保温材料涂在墙上，既保证了房间的温

度，还让房内香气逼人，可谓一举两得。而在民

间，冬季更为寒冷的北方地区，最晚在魏晋时期

就有了使用火炕的记录，灶台烧火做饭，热量还

可以直通炕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资源，这一极

具生活智慧的做法至今仍被北方地区的人民沿

用。明清时期的紫禁城里，则出现了“地暖”的概

念，仿照火炕的原理，在宫殿下面铺设火道，在殿

外廊下灶口烧炭，热气输送到地面，得到最大限

度的扩散，散布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取 暖 可 在 大 处 着 手 ，也 可 在 小 处 发 力 。 手

炉、脚炉、汤婆子等，都是古代常见的小型取暖用

具。手炉里装上炭火，小巧精致，可捧在手中或

者揣在袖子里，方便携带，就像今天的暖手宝。

脚炉原理相同。而汤婆子则与热水袋相似，只不

过它一般用金属制成。在壶里装上热水，拧紧盖

子，放在被窝里就是热力来源。

穿衣随四季而不同，古人在衣物御寒上也想

尽了各种奇招。有条件的达官贵人拥有最上乘的

选择，可以身穿锦帽貂裘；连棉衣都买不起的普通

人家便只能就地取材，将柳絮、芦花等填充到衣服

里，制成简陋的棉衣。唐宋时期，随着造纸技术的

普及，还出现过一种名为“纸裘”的衣服，顾名思义，

就是用纸制成的衣服。当时纸张多为树皮制成，

拥有一定厚度，柔软度不能与今日相比，却能在一

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价格还便宜。于是，穿纸衣就

成了穷苦人家过冬时的选择。

如今，每逢入冬，“入冬四件套”（糖炒栗子、

烤红薯、糖葫芦、热奶茶）这类冬日限定美食的热

度就直线飙升。热乎乎的食物，是寒冬的绝配。

如果也要列举古人的“入冬标配”，那应该非火

锅、羊肉和美酒莫属了。亲朋好友围坐在火炉

旁，伴着蒸腾的热气品尝美食，煮上一壶热酒，温

暖了胃，通身也就暖和起来。

现 在 谈 御 寒 ，字 面 意 思 就 是 被 动 地 抵 抗 严

寒，因此古人过冬总带着点“熬”的意思，但真实

情况也并非尽是这样。古时有一种说法，即冬

至 以 后 再 过 上 九 九 八 十 一 天 ，春 天 就 会 到 来 。

于是，“数九”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当

时还流行着一种九九消寒图，在冬至那天画上

九九八十一朵梅花，此后一天添一朵，等到梅花

全部染红，也就意味着冬日终结，春暖花开。这

样看，漫长冬日的消磨，也被古人琢磨出了一些

难得的情趣。

（摘自《大众日报》2023年 11月 28日）

□ 李梦馨

古人的御寒智慧

王选《彩虹预报员》中的 10 篇短篇小

说，独立成章，但又连接成有关人生的长叙

事。以短述长，饱含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深

刻理解和哲学表达。

《彩虹预报员》中的小说均以“我”为故

事 的 讲 述 者 ，一 切 都 是“ 我 ”的 亲 历 或 听

闻。而在小说集的编排上，以时间为序。

前四篇《青芒》《夜谈记》《穿虎皮的八爷》

《归去来兮》以村镇为背景——麦村和多乐

镇，贴近现实，并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亲身经

历。中间三篇《荷马的忧伤》《伤不起》《斑

马》以城市为背景，描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和迷途。《彩虹预报员》《咸城夜逃》则以未

来的虚构之城——咸城为背景，在另一时

空中叩问和反思生存的意义。从过去到当

下，从当下到未来，这种时间的交织，其实

指涉生活的本相、人生的要义。而所有故

事的核心时间依次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又

映射了人生的必然历程。

开篇的《青芒》，以大量篇幅描写乡村

的原生态之美及生机盎然的童趣。“我”及

村里的孩子生活得很快乐，而外来的青芒

每回到村里，总会受到伤害，进而改变了她

一生的命运。小说最后，“我”得知青芒获

得了新生，不由想起当年她说的“连风都是

甜的”。在受伤害的地方得到治愈，这样的

乡村叙事，显示了“我”对青芒的理解和乡

村的宽容。《夜谈记》中的祖父，似乎道出了

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具有坚韧生命力的某

种奥秘所在。

回望过去，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而

凝视当下，作者更多的是以写实的手法描

摹日常生活。《荷马的忧伤》写一个青年的

文学梦被现实生活撕碎的故事，笔法细腻，

生活气息浓郁。何马爱写诗，甚至到了有

些偏执的程度。在这里，诗歌也好，文学也

罢，更多的是象征个人的梦想或对生活个

性化的追求。何马沉湎于梦想，高坐于生

活之上，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与他的性情脱

不了干系。作者是以“何马”这样的人物在

思考个人与社会究竟该如何相处，这比简

单的批判更有价值。

《彩虹预报员》中的后三篇小说，带有

科幻色彩。《X 或 x》中，现实世界与智能世

界的边际被打破。这在未来，是极为可能

的。到那时，人的存在将是怎样的？人的

独特情感又将归于何处？作者把我们带到

了幻想的时空，指向的是当下人过于依赖

手机的现状。最值得深思的是《彩虹预报

员》，人们总是希望切除痛苦的记忆，以此

减轻生命的重量更好地生活。殊不知，痛

苦是人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记忆的

缺失，终将意味着生命的不完整。小说的

最后，“我”回到了乡村，重拾了许多记忆，

痛苦的，不幸的，当然也有幸福快意的。从

未来经过当下回到过去，这是生命的溯源，

也是精神上的回归。

作者从容的叙述和极具深度的现实性观

照，体现了他洞察生活的深度。故事的背后，

是无处不在的思考。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在

审视生活的纹理和人生的呼吸。生活的重与

轻、虚与实，在他笔下闪烁着灵活的哲思。既

在全时空的维度寻觅和剖析生命的足迹，又

将过去和未来收纳于当下，这看似是文学的

叙事，实则是反映了人生的本质。

（《彩虹预报员》，王选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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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定西临洮籍作者王亚海诗集

《立冬之前》正式出版发行。

作为黄河诗阵丛书之一，《立冬之前》

创作题材广泛，有对人间亲情的深情抒写，

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情赞美，有对社会

和人生的深度思考，也有对美好梦想的诗

意追求……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感恩生

活，热爱自然，拥抱亲情，珍惜时光，唤起读

者内心的美好。

“作品意境悠远，构思精致，充满想象

的张力。作者的笔下有血浓于水、讴歌不

尽的至爱亲情；有俯瞰天地、感慨兴亡的

咏史抒怀；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

深沉哲思；有临洮大地的铿锵吟唱，故乡

四季的无尽深情……”这是著名诗人牛庆

国 对 诗 集《 立 冬 之 前 》的 评 价 。

（杨唯伟）

诗集《立冬之前》

出版

明代累丝金龙 （甘肃省博物馆藏）

唐十二生肖俑（甘肃省博物馆藏）

雪落莫高窟 王斌银

滴水藏海

重 推

动 态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

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联

系，以便付酬。

书 评

近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

资助，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叶淑媛教授

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丛》（第

一辑）由读者出版社出版发行。

“论丛”重点刊发研究甘肃非遗，兼

及研究国内外非遗代表性项目和非遗

保 护 理 论 的 学 术 论 文 ，文 章 坚 持 学 术

性，兼顾资料性、知识性，旨在加强业界

同仁的交流与争鸣，努力成为甘肃非遗

保护理论探索与实践交流的前沿阵地。

“论丛”设置的栏目有“传统戏剧”

“民间文学”“民俗文化”“传统音乐”“非

遗保护与传承”“传承人口述史”等，刊

发了国内知名学者的 30 篇非遗研究论

文，内容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各

个方面。

近 年 来 ，甘 肃 非 遗 保 护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发 展 ，兰 州 文 理 学 院 也 开 设 了 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论丛》的推出，搭建了甘

肃 非 遗 研 究 专 业 平 台 ，对 甘 肃 非 遗 和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

该 集 刊 的 推 出 ，必 将 对 甘 肃 非 遗 的 保

护、发展、价值挖掘和综合开发等产生

重 要 影 响 ，同 时 通 过 非 遗 的 学 理 性 研

究 ，推 动 非 遗 专 业 和 学 科 建 设 。

（王 鄱）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论丛》（第一辑）出版

作者在游历中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心路成吟。本书包括《乡愁篇》《先贤篇》

《师友篇》《老骥篇》《游历篇》五个篇章，作

者从滹沱河畔开始写起，游历山河、拜谒

先贤、怀念师友，最终形成了对辽阔祖国

的无限热爱，对心灵故乡的深情眷恋。心

灵归处是故乡，此时的乡愁，更多体现的

是家国情怀。

纪从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雪泥鸿爪》

纸上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