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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羊年春节过了。过年长一岁，我长了一岁。这是因为，
我的生日是以农历记录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满地银
霜的日子，刚满二十岁的母亲在关东平原一座农家院落的西
厢房灶前柴草堆生下了我——— 自己用剪刀蘸一下大铁锅里的
开水剪断婴儿的脐带，于是我彻底脱离母体，来到当时仍普遍
使用农历的东北乡村。生日自然记以农历，上学报名时也没换
算成公历，所有档案尽皆如此，后来的身份证亦然。如今什么
都以身份证为准，其实我的身份证本身就是不准的。众所周
知，农历与公历之间至少相差一个月。一个月的误差还小吗？
也罢，世界上更大更严重的误差多着呢！

言归正传。值此生命年轮开始新一轮之际，我想我总该
来点新的举动才是道理。什么举动好呢？以社会影响而论，
弄个区政协委员当当总不过分吧？斗胆一问，“你连区区党
支部副书记都没当过，还想当堂堂区政协委员？这可真叫盼
南天门出窟窿——— 异想天开！”得！或者去北京捞一枚五一
劳动奖章风光一回？天天劳动到半夜十二点——— 连除夕都
不例外——— 劳动奖章不给劳动者给谁？自信满满地一问，

“你在十几个人的小日语系都没出线，还想去北京人民大会
堂？好好劳动去得了！”两战皆败，于是退而求其次：暑假回
乡办个乡村图书馆并自任馆长兼司书，这回总可以吧？房子
是自家的，书自己买或从青岛运过去。兴冲冲一问，乡下的
弟弟说，麻将馆肯定火爆，图书馆谁来？谁还看书？书是什
么？书就是“输”，打麻将的乡亲躲都躲不及。

如此这般，只好在自己身上打主意。有了，吃素！不吃
肉，从不吃羊肉开始。这回纯属个人行为，不需要任何人举
荐和配合。也许你问，何以从不吃羊肉开始呢？原因很简单：
乙未是羊年。尽管是羊年，然而羊并没因此得到任何照顾。
某日逛露天早市，一只羊被杀了，吊在树枝上任人宰割，血
淋淋的，目不忍视。农用车上还有三四只吓得咩咩叫。不像
话，路旁当众宰杀，甚至当着羊的同类宰杀！说起来，“羊”字
通“祥”，家里一对旧瓷瓶上就分别写着“吉”、“羊”二字。而
且，羊还同“美”字有关———“美”是由“羊”、“大”二字叠积而
成。我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在这羊年如何忍心吃羊？

对了，青岛作家杨志军也不吃羊。不过起因和我不一
样。据杨志军本人介绍，不吃羊是因为他做过一件“需要忏
悔的事”。那是他“文革”当兵期间在陕西下农村搞“路线教
育”的时候，他所下的生产队(屯)一个民办教师因小孩儿没
奶吃而买了一只奶羊。不料部队首长认定这只奶羊是必须
坚决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须知那是“宁要社会主义
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年代——— 下令杨志军带
两个民兵在小孩的哭声中拽走了奶羊。后来奶羊在随生产
队羊群上山吃草时因乳房被灌木丛划破而发炎死了。杨志
军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吃肉，但我最初只是不吃羊
肉，其原因就是这只奶羊的死去和那个孩子的哭声……我
觉得一个人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老天不惩罚，就
应该自己惩罚自己。”

杨志军说到做到，始而不吃羊肉，继而什么肉也不吃。
不仅飞禽走兽不吃，就连不飞不走的鱼虾也不吃——— 流亭
猪蹄德州扒鸡北京烤鸭意大利鹅肝自不消说，即使面前摆
满天价鲍鱼极品海参以至冬虫夏草也全然不屑一顾。

一次我问他，老不吃肉身体能吃得消吗？他回答：人本
来就是食草动物啊，喏，人的肠子那么长，消化吸收草食才
需要那么长的嘛！言之有理。人的肠子长达七米之多，是身
高的四倍，曲曲弯弯，布满环状皱襞。再者，按进化论的说
法，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不用说，猴是不吃肉的。美猴王孙
大圣专偷王母娘娘的蟠桃并不偷别的，回花果山时“小的
们”为他设宴接风，石桌上摆的也全是瓜果梨桃。典型的食
草族！

或许你还有疑问：毕竟如今人已转基因异化成“食肉动
物”了，不吃肉如何保证营养？这个太容易回答了：你瞧刚刚
说过的孙猴子孙师兄身体多好，从不感冒吃药，一个筋斗云
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再以杨志军为例。年届花甲的他，身无
赘肉，健步如飞，运筷如飞，下笔如飞，仅藏獒系列就不知写
出多少本赚多少钱了。我甚至怀疑，自己之所以只能抓耳挠
腮写一两千字的小品文而写不出长篇巨著，没准是不吃素
爱吃肉造成的。再不信，你看看，世界上哪个大作家、大科学
家大腹便便脑满肠肥一脸横肉？就说咱们山东的莫言吧，要
是他小时候“一天吃三顿肥肉馅饺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再不靠谱，那顶桂冠也断不会落到他那颗绝不出彩的脑袋
瓜子上。

所以，作为乙未羊年新的举动，我决定吃素不吃肉，从
不吃羊肉开始。至少羊年不吃羊！你也试试？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窥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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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敢当”：
从禁废到弘扬

【泰山精神】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来到他所在的山东代表
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李克强充分肯定山东
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希望
山东勇做“泰山石敢当”，
努力攻坚克难，在改革发
展上为全国积累经验、提
供借鉴。这是国家领导人
首次在讲话中倡导“石敢
当”精神。

“石敢当”是一种古
老民俗，其名可追溯至汉
代，唐大历间福建莆田镇
石题已有“石敢当，镇百
鬼，厌灾殃”之辞。元明之
际与“泰山”合二为一，成
为“泰山石敢当”。民间以
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
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
壁，上刻(或书)“石敢当”
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字
样，以禁压不祥。明初姜
准《岐海琐谈》：“人家正
门及居四畔，适当巷陌、
桥梁冲射，立一石刻将
军，半身埋之，或树石刻

‘泰山石敢当’字，为之压禳。”
历史上“泰山石敢当”信俗形成
后，曾经历了从禁毁到弘扬的
曲折历程。

“泰山石敢当”作为一种镇
宅祈安的民间风俗，深入人心，
传播广泛，但因其被掺入“风水
止煞”的内核，往往被正统官吏
士人视为“淫祀”之异端，予以排
斥。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苏巡
抚陈宏谋罢除“泰山石敢当”之
俗。清顾元熙《陈文恭公(宏谋)祠
碑》云：“石将军者，吴人以镇不
祥，云古之石敢当也。或祷焉如
响，士女坌集，奸盗并作。公至，
谓吴民曰：吾闻石之灵者，入水
不沈，果尔，吾当为立庙。盍从我
试之乎？众忻然从之。公命武夫
乘高投诸渊，弗起也，公曰：噫！
是勿灵也已。众乃爽然尽散。”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十)

历史进入近代后，受西方文
明的浸染，石敢当等民俗更被视
为迷信。“百日维新”中，康有为
上书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
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
折》，其中论及石敢当等民间信
仰：“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
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当之一
片，亦有无穷求福的人。”凡此皆

应“立命有司，立行罢废”(《康有
为全集》第四集，第95—98页，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维
新运动虽旋遭镇压，但康梁罢废
迷信之议却深入人心。

民国成立后，包括泰山祀
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
除，风、云、雷、电、山、川、龙王
等坛庙改为学校、工厂、机关
等，在全社会提倡科学，破除迷
信。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奉发《神
祠存废标准》于各级党部，进行
大规模的废止神祠活动。《标
准》中列“山川土神之神”称：

“秦汉以后，帝王封泰山，禅梁
父，大都祝其安谧，无为民害。
今者地理之学，日有进步，旧日
五岳等山，在中国各山中，比之
葱岭、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
等，已觉渺乎其小……故五岳
四渎，均在废止之列。”在此形
式下，石敢当信仰也自难置身
事外。民国十九年(1930)3月5日

《时事公报附刊》署名“青”之
《石敢当考》云：“前日本市(宁
波)破除迷信委员会，有个议案，
打倒泰山石敢当，以去人民阳
宅风水之迷信。”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
文化的重新评估，国人在批判

“泰山石敢当”信俗的负面与糟
粕之时，也开始关注其所承载的
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层面。早在民
国时期，一些学者便从精神文化
的角度对“泰山石敢当”信俗特
质进行评说。著名作家易君左先
生在所作《定泰山为国山刍议》
中陈述泰山精神，特地举出“泰
山石敢当”：“凡此赞仰泰山之伟
大尊严者，其例甚多，如泰山北
斗，示景仰人物之崇高……乃至

“泰山石敢当”之意义，亦以表示
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盖吾国
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

然现象，厥为泰山。社会
生活，心理信仰，咸系于
此。”(《江苏教育》1933年第
1-2合期)这是最早揭出
“泰山石敢当”凝聚民族
精神的文章，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

在当时民族危亡的
背景下，传统的“泰山石
敢当”民间信俗置于时代
激流的峰头浪尖，一变其
镇宅护路的原有形象，开
始充任凝聚人心、鼓舞斗
志的象征物。画家高龙生
发表在《抗战画刊》1938年
第22期上的画图《泰山石
敢当，勇士敌难冲》，把泰
山石敢当绘成一位抗日
战士的形象。1942年夏中
国远征军由缅甸溃败时，
失散士卒多赴阿佤山区
抗击日寇，在阿佤山建立
抗日游击队。孤军在其据
守山地，镌刻泰山镇石名
号，用以励志振气。今云
南孟定尖山西南尚存阿
佤山游击队所留大字石
刻，其文曰“以戈待敌”、

“泰山敢当”。虽风剥雨蚀，藓点
苔斑，仍赫然在目。

近年随着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泰
山石敢当”信仰习俗开始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2005年12月，中
国政府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泰山石
敢当习俗”名列其中，成为受到
国家重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者结合时代精神与现
实需要，对泰山石敢当精神内
涵作了更深入的阐释。著名民
俗专家叶涛先生指出：“泰山石
敢当所表现的吉祥平安文化体
现了人们普遍渴求平安祥和的
心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人文
精神和文化创造力。泰山石敢
当习俗历经千年而不绝，主要
是因为它与中国人魂归泰山的
信仰结合在一起，同时与各地
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相结
合，在此前提下，它获得了扎根
于相关社区、群体的文化传统，
并世代相传。泰山石敢当信仰
为中国广大地区和众多民族所
认同并远播海外，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
性，因此它具有见证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
另有学者认为，“顶天立地的担
当精神”是泰山精神的一项重
要内容，值得大力弘扬与推广。

国家领导人对“泰山石敢
当”精神的肯定，无疑为泰山石
敢当文化保护、开发提供了一
个历史契机，已传承千年的泰
山石敢当，寄托着人们追求平
安、吉祥、健康的美好愿望及

“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历史
责任感，在当今社会必将发挥
其更大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
研究院副院长、泰山石敢当民
俗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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