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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遥]中国虎文化探源及民间布老虎生存状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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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于百姓熟知的龙文化，虎文化的价值多少令人忽略甚至陌生，寻找昔日虎文化的遗存，从田野作业中找到先民虎文化的习俗

和发展脉络，再联系当前民间布老虎及工艺的生态环境，是为了找到最初虎文化的文化内涵及其民间存在的理由。对当前布老虎的生存反思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精神和其赖以延续的民间习俗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忽视遗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

载体。精神文化的消失是遗产保护的最大损失。 

 

1、虎文化崇拜的历史沿革 

 

中国人自古对龙的崇拜已形成风气，“龙的传人”似乎成为华夏儿女的骄傲。其内在的文化认同即是：龙是祖先神，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

如果沿着“龙文化”做寻根式的探索，“虎文化”崇拜竟然能成为和“龙文化”一样重要的文化现象浮出水面。它几乎和“龙文化”同时出现甚

至还要更早开始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所谓虎文化指特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对虎的认识、信仰、观念、习俗等的总称。“追溯其源，大约一万年

前的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岩画中，已经出现虎的形象。”（1）叶舒宪在其文章中指出：因为虎继熊之后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百兽之王，在《说文

解字》中被定义为“山君”即山神，具有威风八面的驱邪禳解作用。将仁义品格落实到飞禽走兽凤凰和白虎，这显然是儒家道德理想在动物世界

中的神话投射。至于仁义之禽兽为什么会获此殊荣，清人钱谦益《太保曹公神道碑》的两句话可引来做说明：驺虞之不杀，凤凰之不搏，仁也。

不杀不搏的驺虞和凤凰，是华夏文化传统为世界的神话动物园贡献出的最佳礼品，也是以中庸和平为特色的华夏价值观对自然状态的猛禽猛兽加

以改造的结果。虞，从虎从大，白虎黑纹。从字的结构约略可以探知其虎崇拜的踪迹。而虞姓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其虎崇拜的年代也就很

早了。（2）叶舒宪先生从人类学的田野发现和文字学的文化分析认定了以上结论。而考古发现也为此结论做了很好注解。“早在六七千年前，

中原已经有了龙虎的造型，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中的龙虎图像是用蚌壳精心摆砌而成的。龙在墓主之右，虎在墓主之左。墓主可能是黄帝之

孙颛顼。早在五千多年前崇拜龙虎风俗就已存在。”（3）宝鸡处于渭水的中上游流域，在大约7000年前这一地区主要活动着狩猎为主的伏羲部

落，以狩猎为主的史前部落，在原始森林中世世代代与猛兽格斗，自然崇奉山中之王——虎，并尊为图腾物。图腾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氏族组织及

其徽志中的表现，原始人类认为图腾与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由崇拜而产生亲和力。伏羲氏族就是以虎为崇拜物。龙和虎是远古时代最

具代表性的图腾物，虎作为凶猛的野兽与原始狩猎民族生产生活关系密切，要比虚构的龙图腾崇拜产生更早。（4）1975年6月，在河南濮阳西

水坡原始墓葬中所发现的蚌塑龙虎图形，距今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天下第一龙虎”或“中华第一龙虎”，说明在原始民族社会晚期的信

仰中，不止有了龙神，而且有了虎神，龙虎文化已同时存在。（5）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虎与人组成的字，可能是表示灾祸。

虎的别名很多，如於菟、李父、李耳、伯都、封使君、斑子、寅客、黄公——民间还称它为：神虎、艾虎、老虎、虎猫。（6）从商、周到春

秋、战国，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虎的纹饰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享用。大概从汉代以后，虎的装饰才普及到民间，逐渐成为民间的习俗，一直绵

延到今天。（7）也有学者指出：虎文化是直接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距今6000余年。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信仰中既有虎神，也有龙神，是虎、龙

并存的文化实证。虎居左，龙居右。六千年前的原始人类是把虎神摆在首位的，并非如现今报刊上所说的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并且通过考古发现的成果，学者们认为良渚文化中的神徽，正是5000多年前那一地区古人崇虎信仰的记录。而且学界认为六千余年前的仰韶文

化，六千余年前的丹东后洼文化，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四千余年前的二里头夏文化，是孕育中国龙虎文化的母体。（8） 

以上资料表明，虎文化的出现并不晚于龙文化，而且民间最早对虎的崇信与先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虎崇拜更

早于龙崇拜，因为狩猎文化更早于农耕文化，这是为客观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综合研究的结果。种种证据还表

明对虎的崇信其实与人们对自然的畏惧有关，此外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崇拜也和虎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分析伏羲的来源：伏羲之羲从

羊从羌的特点看，伏羲是羌族最早的英雄牧民、打虎英雄和文化英雄。他是生于西北甘谷一带的羌族崇虎民族狩猎时期的杰出领袖，民族酋长，



活动于天水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受渭河东流的启示，沿渭河向东发展，经陕西、河南又依黄河流向发展，活动于淮阳、创造了华夏文明，终

葬于濮阳。而据对河南淮阳地区的田野考察发现：淮阳地区的人祖崇拜非常盛行，而且当地每年从农历二月二日开始延续一个月的伏羲人祖庙会

更是盛况空前。当地传说伏羲和女娲本是兄妹，在盘古开天辟地后，老天爷安排兄妹结婚繁衍后代，女娲害羞化身为一只母虎，头戴一顶草帽，

这成为今后中国汉人女子出嫁戴红盖头的起源。而伏羲化身一只公虎。当地庙会兴盛五百年来依附庙会的布老虎生意一直很好，所有赶庙会的人

都想在这里的庙会上带一只布老虎回去给小孩辟邪，其实从内里，百姓将淮阳庙会上的布老虎一直作为伏羲人祖爷的化身，可以保佑子孙。从神

话传说中我们可以认定：“黄帝与蚩尤之战实际上是狩猎民族与农业民族之战。战争的结果虽是狩猎民族得胜，但在生产和文化上却是农业民族

征服了狩猎游牧民族。”（9）其结果就是，民间对虎的崇信逐渐和龙崇信混合，进而被龙文化所取代。这是政治权利发生转化导致的结果。农

业民族靠天吃饭，对雨水的依赖产生了对龙的敬畏，而一旦政局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时，对雨水对农业的依靠成为主流，龙文化占了上风。

加上封建王朝对龙的喜爱让龙成为皇家的专属后，龙的图腾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虎文化流落民间，但凭借着民间强大的生命活力获得了自

由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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