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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兔年，於繁
花似錦中華文化中，可
愛的兔子遊走於不同時
光的兔子洞，典故趣
聞多籮籮。兔兔到底何
時與大家一起成長？兔
兔何時成為生肖賽跑比
賽殿軍、何時成為搗藥
兔、何時登月又何時下
崗的？

兔年伊始，香港中
文大學文物館的副研究
員童宇博士及可觀自然
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天
文統籌許浩強一
一為大家拆解。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麥兆聰

舉頭望月尋兔蹤十二生肖賽跑兔得殿軍
有關兔兔的神話除了天

上月兔外，地上則有在十二
生肖跑步比賽中獲得殿軍。童宇表示，生
肖和地支同樣在戰國時期產生聯繫。根據
目前出土的大秦時期各地墓葬內日書，
以生肖紀日的方式很常見，包括《雲夢
睡虎地秦簡》、《天水放馬灘秦
簡》、湖北隨州孔家坡《日書．盜
者》。有關日書均出現用 「兔/卯」

作紀日的情況，不過當
時的生肖與現代生肖的
排列是不太一樣，雖然都
有兔子，但部分動物是不
同的。由於出土地點遍布大
秦，因此他認為，這種紀事法
是一種當時共同文化。

童宇更表示，現代生肖排列記
事步入正式文書是由漢代王充的
《論衡》開始，他更表示，生
肖與地支的融合，與字形是
相關，因為在甲骨文及金文
中， 「兔」與 「卯」的字
形其實很相似。

而就紀年及星相，可
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天文統籌許浩強補充，木星（歲星）公轉一
圈約需12年，從地球看起來木星每年在天空
走到不同位置，稱為十二星次，與生肖的12
年循環相合。紀年的發展，由歲星紀年再發
展出太歲紀年和干支紀年。不過對古人而
言，有關紀年法不太友好，因此民間加入動

物的元素可更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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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兔兔的故事

兔子周邊產品多籮籮
考古學家發現，兔兔的 「周邊產品」 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

時代晚期。當時的凌家灘文化出土的兔形飾，是目前最早的兔
兔裝飾。至商代晚期婦好墓亦可見玉製的兔形飾，不過在漫長的歷史中兔兔的形象亦

漸漸與各元素融合。童宇博士表示，在中國，兔的產品造型豐富，如月兔、搗
藥兔、奔兔、望月兔和顧兔等；而且不同材質的兔形或兔紋的文物都

有，兔文化是非常普及、豐富的文化。
可愛的兔兔大軍由那時開始在本國的神話、記事及文物

三方面積極進行 「滲透」 工作，據童宇介紹，月兔的形象
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在《天問》中曾發問：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意思是：月光得到了什麼，竟能起死回生，晦暗
了又能轉明亮，月亮因何所利而養育着顧菟在它的
腹中？）

關於詩中的「顧菟」，千百年來，眾說紛紜，
至今也還沒有定論。

有意見認為「顧菟」，僅指月中玉兔，
凡間之兔，如果前加顧字，則是顧望
那兔的意思。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顧
是眷戀的意思。如林雲銘說： 「月中
微黑一點謂之兔。顧，眷戀之意。」

新石器時代

▲兔子的 「周邊產品」最早可追溯
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的凌家灘
文化出土的兔形飾，是目前最早的
兔兔裝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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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的造型隨着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風
格，「大明成化年製」款的五彩鷹兔紋盤，
兔子豐腴。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各地文化都有着關於月兔的傳
說，有理論認為，大多是民眾對月

海產生空想性錯視而出現。根據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
天文館天文統籌許浩強表示，古人由於沒有望遠鏡，
在觀察天空時會用自己的想像力，及日常生活所見的
事物去填補。而空想錯視是這種情況的心理學解釋。

對各地的月兔神話傳說，許浩強表示，鄰近地區
大多是由中國流傳出去的變體故事，例如在日本與韓
國月兔搗的不是藥，而是麻糬。他說這些都是與當地
文化有關係；而其他地區的，如瑪雅及印度的故事中，兔兔亦因為幫助了神或者捨

生取義，最後被帶上月亮了。他認為大多都是不同地區的先民對月海空想性錯
視的不同演繹。

童宇博士更補充，古人認為兔子的生產周期二十多日，與月
亮的盈虧相似，令各地很多不同文化的民眾將兩者連繫起

來。
天空上除了月亮與兔子有關，更有天兔座。許浩強

介紹，天兔座起源於古希臘，是國際88個星座之一，屬
冬季常見星座，在獵戶座的南邊。因為天兔座的星星
不太亮，市民大眾就比較難找。

傳說

◀人們觀月看
到月兔影像，
有理論認為，
大多是民眾對
月海產生空想
錯視而出現。

可觀自然教育
中心暨天文館
提供

玉兔降職搗藥工
童宇介紹兔兔與其他神話

角色在文物上的關係，他說，
到漢代開始有搗藥兔，並常與西王母一起出
現，亦有奔兔、蟾蜍在月亮上的圖像。當
時很多文物都有西王母與兔子這種的固定
搭配，例如漢代的西王母玉兔搗藥龜鈕
銅印，他認為是為官者在退休後歸還官
印後，再自行製作用作替代的印章，
當中更有長生不老的寓意在內。而印
章更顯示原本玉兔與西王母地位是
等同的，直到其後王母的地位越
見重要，兔子就成了陪襯的搗
藥工。

唐代時月宮上的主事人
之位再起變化，在唐朝

出土的月宮紋鏡中，
嫦娥代替西王母，

常常與搗藥兔一
起出現。童

博 士 引
用中

大文物館藏月宮紋銅鏡為例，銅鏡背部有蟾
蜍、搗藥兔及桂樹，因為唐朝流行修仙，很
多貴族女性都曾為女冠。他認為這鏡子更隱
含 「照鏡人即為嫦娥」的寓意在其中，更估
計： 「古人也許真的相信可照此鏡後，就可
得道升仙。」

童宇解釋，由於有關青銅的含錫量很
高，所以在打磨好時與現代的玻璃鏡相比並
不差。這種可清晰映照事物的銅鏡是很罕

見，因此多用於宗教儀式上。

漢代

月兔下崗變豐腴
宋代藝術風格偏向寫實，

相比起其他朝代天馬行空的月
兔想像，宋朝的兔兔更趨於 「回歸地面」 。
童宇表示，宋代兔望月的造型，比較多見。
而且與同年代的動物造型一樣愈來愈豐腴，
如南宋的玉兔。而兔與鳥併置的圖像，也早
見於宋代，並元明清時代廣為流行。

兔奔跑的形象，時見於元代花押印章
上，如元代的兔紋肖形銅印。而在明清貿易
瓷中，也時見兔紋。如明嘉靖江西景德鎮窰

紅綠彩仕女嬰戲紋碗，和明晚期青花楷書
「大明成化年製」 款五彩鷹兔紋盤。據童
宇表示，在大航海時更有兔兔在海上跑的
圖像出現。

宋代

白兔大多非白色
大家常用 「白兔」 去稱呼兔子，但中

國境內的九種野兔，其實只有雪兔會在冬
天變成白色，其他的大多由淺棕至深棕色。童宇博士解
釋，古時白兔很罕見，而現時中國白兔或許與過去的白
兔不同，因為古文獻描繪的白兔是真的可能有白化病或
變色的兔子。古人相信白色動物都是很老很老的動物，
因此白色的動物被認為有靈性。而現時中國白兔，或
許大多是在十七世紀才由外國輸入的白兔的後
代。雖然現在的白兔更健康可愛，但如
望月兔一樣，其靈性在時光的沉
澱中，最終回歸地面。

現實

▲搗藥兔神話中，兔子常與西王母一起出
現。圖為西王母玉兔搗藥龜鈕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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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月宮
紋銅鏡，銅鏡
背部有蟾蜍、
搗 藥 兔 及 桂
樹，鏡子隱含
「照鏡人即為
嫦 娥 」 的 寓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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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常見於明
清的瓷品，圖為
明嘉靖江西景德
鎮窰紅綠彩仕女
嬰戲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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