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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鼠年，老鼠都会成为热议对象，而中心议题就是：为什么作恶多端

的老鼠会被列入生肖，且位居十二肖兽之首？虽有种种故事流传，但多无稽之

说，这里试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略述一二。 

 

一是“变易之学”的影响。先哲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系辞》），就是说，事物达到极限就要发生变化，变化了才能发

展，发展就可以创新、持久。正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左

传．昭公三十二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经．小雅．十月之

交》），从社会现象到自然现象，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何况一只老鼠

呢？人的心理习惯，总是希望坏的变好，好的变得更好。于是在古人的想象和

企盼中，老鼠竟成了机警应变、善处逆境、子孙繁衍、家业兴旺的象征。事实

上，聪明机智、活泼可爱的米奇老鼠，早在二千年前的中国民俗生肖里，已有

了最初的身影了。 

 

二是“奇偶精神”的影响。我国古代哲学认为，“阴”与“阳”是宇宙

间贯穿一切事物的两大对立面，在其影响下，古人又在数字计算方面归结出

“奇”（单数）、“偶”（双数）概念，去把握事物的构成和变化，而观察、

思考奇与偶的分离、结合，正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十二肖

兽中，絶大多数的足趾都是非奇即偶，唯独老鼠前足四趾，后足五趾，奇偶同

体，阴阳合一，其“珍贵”乃由“稀缺”显见无遗；而古代一昼夜分为十二时

辰，子时，从夜间 11时至次日凌晨 1 时，此时“鼠咬天开”，在黑夜里最为活

跃，将“子鼠”排列在十二生肖之首，也就顺理成章了。 

 

值此鼠年到来之际，愿澳门邮电制做的精美邮品，将浓浓的新年祝福和生

肖文化智慧，传送至广远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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