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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老虎的传说及习俗

□苗得雨

邱为奎老师今年虚岁米字寿，
身体很好。他是我们抗日小学的第
一个老师。一次详细通信中，才知
那时他已是村政府的文教委员，是
为了整顿学校当了一段老师，属于
代课。我们一伙从私塾半道转入抗
日小学，就是他给大人们做的动员
工作。当时，河对岸还有日本鬼子
据点，时常过河骚扰，一位年龄大
些的老师有顾虑，不敢教，而一些
学生也不敢去上学。转过年来，鬼
子据点拔除了。随着抗日小学的兴
旺发展，妇女识字班也建立起来，
为奎老师让我和邱为铎、苗师彬三
个同学当“小先生”，当年的识字班
指导员郑福美，还记得“小先生”们
的一些故事。

那年春，我们又一起搞了一段
业余剧团。我们剧团有个舞蹈节
目，叫《快乐舞》，多次的演出中，把
大名鼎鼎的界湖剧团(那是鲁中宣
大直接辅导的)都震了，他们说：

“我们就演不出这么个节目！”
这节目，原来是一位在部队

工作过的叔爷爷苗得清教的，而
两个开场曲《桃李迎春》和《小朋
友》，是邱为奎和另几个同在南乡
上过学的地主子弟加上的。我们
村，虽然不像界湖(当今县城驻地)

那样的大镇，但邱姓大户有不少
在南乡做买卖的，官湖、码头一带
的大买卖，都是他们的，他们的许
多子弟也在南乡上的学，接受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五四”开始)

的新文化。那两首歌曲，都是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名音乐家黎锦晖的
作品。我因为从小喜爱音乐，对这
两个曲子，特别是《桃李迎春》，多
年一直不忘，时常哼唱。有个别
词，记得不准，前些年还和为奎老
师核对过，我寄去我抄写的我的
记忆，他作了修正、补充(对曲无
一字改动，说明我记得较准)。但
是否完全合乎原曲原词我们谁都
拿不准。

一年前，我的一位同任过省
文联领导的同事、音乐家孙继南，
赠送了一本他研究黎锦晖音乐的
书，才见到这两首歌的原貌，发现
我们记得都有不准确的地方。

这次写贺卡，我说了这件事。
我们还不止一次说到他的家庭。
我说，你家是大地主，但你父亲为
人开明，生活俭朴，对佃户长工，
都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土改”中
积极献田，“土改”复查中积极交
浮财，再作重点对象斗争，有些不
符合党的政策，是应当区别对待
的。他说，听姐姐说，在国民党军
队与地主还乡团一次偷袭包围村
子时，父亲主动掩护了一批贫农
积极分子，而他却和家庭通过通
信，划清界限，断绝了关系，后来
久久感到内疚。我说他父亲实际
上已经与自己的阶级成分划界线
了，人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俺
是军属”，做事都是按革命方面要
求做的。掩护的那批贫农积极分
子，若被敌人抓去，至少有两个要
列为所谓的“要犯”，一个是村支
书的父亲，一个是村团长的父亲，
是不会再回来了。也就鉴于他的
这种表现，村里改变了态度，老人
一直受尊重，老房子也一直没动，
由他父亲和他妻子住着。

老师说，建国后一次回家，和

妻子离了婚，感情上一直恋恋不
舍。我说，人家也是以军属身份在
盼你等你，你若带出来，她上过
学，有文化，很开通，会是个好干
部。老师说，这事不好再说了，人
家以后再嫁了，咱也又组成了新
家庭，子孙满堂，美满幸福，再絮
叨这事，就是涉及两个家庭了。老
师很理智，不愧多年在教育界一
直做政治工作。

下面将《桃李迎春》的准确原
文抄下，遥致我敬爱的老师：“春
深如海，青山如黛，春水绿如苔，
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
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
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儿吹坏，现
在，桃花盛开，李花也盛开，园里
园外万紫千红一齐开(我记不清
了这一句)。桃花红，红艳艳，多光
彩，李花白，白皑皑，谁也不能赛
(我们记的“采”)！蜂飞来，蝶飞来，
将花儿采，常常惹动诗人爱，那么
更开怀！”后面这几句，都是老师
记起，我却又把“诗人”改为“使
人”，人家都记住了“诗人”，独诗
人把诗人忘了！

□孔林

晨光入室，雄鸡高啼。
衣冠楚楚，拜年行礼。
恭喜发财，事事如意。
见了长者，祝寿作揖。
同辈相遇，情同兄弟。
祝福姑嫂，健康美丽。
小儿小侄，鹏程万里。
满面春风，满口吉语。
尊敬师长，鞠躬执理。
父母呼唤，分秒不迟。
夫妻相助，推心置腹。
兄弟姐妹，唇齿相依。
左邻右舍，不偏不倚。
亲戚朋友，同舟共济。
胸怀大志，不计得失。
吃苦受累，无可非议。
对待困难，临危不惧。
知识更新，日新月异。
对待事业，异军突起。
议论工作，群策群力。
同奔前程，天水一碧。
事业共勉，并肩齐驱。
胸怀宽阔，如虎添翼。
新春起步，只争朝夕。

桃李迎春忆老师

□王丕琢

布老虎的传说和习俗

布老虎主要产地集中在山
东、河南、山西、陕西四省。在山东
17 市均有流传，尤以潍坊、临沂、
滨州、胶州、济宁、枣庄最具特色。

有关布老虎起源的传说，各
地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较一
致的说法是据《山海经》记载，相
传在东海渡朔山上有一棵树枝弯
曲伸展三千里的大桃树，一直伸
向东南方的鬼门，山洞里的鬼神
都要由此出入。树下有兄弟两个
神将把守，名叫神荼、郁垒，两人
力大无比，技艺高强。兄弟俩驯服
了山上的虎群，命令它们看管好
桃树。通过他俩的辛勤劳动，桃树
长得枝繁叶茂，眼看着桃子就要
成熟了，一群恶鬼冲上山来，企图
抢摘桃子。兄弟俩指挥着群虎与
群鬼拼杀在一起，哥哥用桃木棍
将鬼击倒，弟弟用苇绳将鬼绑住。
打翻一个，捆住一个，虎便吃掉一
个！不一会儿就消灭了大部分的
恶鬼，剩下的恶鬼见势不妙，狼狈
逃去。战斗胜利了，神荼、郁垒的
名字传遍了人间。老虎的名气也
随之大震，成为百兽之王、恶鬼的
克星，是坚强、勇敢的象征，被祖
先视为神兽。此外，在民间方言
中，“虎”与“福”谐音，有赐福、镇
宅、生财等文化内涵。因此，虎形
器物常被人们用来避邪。

老百姓更是把虎看做是儿童
的保护神，“小猴孩，你别哭，给你
买个布老虎；白天拿着玩，黑夜吓

‘麻胡’”。民间在春节、元宵节以
及新生婴儿“洗三”(婴儿落生三

天时 )、百日、周岁生日、两岁生
日，以及平日里喜欢让孩子穿虎
头鞋、戴虎头帽、睡虎头枕，有些
地区连小围嘴也绣成虎头形。山
东沂水民间还流传很多关于老虎
的俗语，如“家里有狮虎，平安又
幸福”，“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
摸虎嘴，驱邪避鬼；摸摸虎背，荣
华富贵；摸摸虎尾，十全十美。”

新中国成立以前，医学不发
达，新生的娃娃夭折多，要把一个
小孩养大成人确实不容易。乡民
们把孩子夭折认为是邪魔作怪，
而老虎被认为是威力无比的象
征，能降伏一切。因此，人们把老
虎作为娃娃健康成长的保护神。
妇女们用布做一些老虎放在家
里。端午节，把做好的布老虎
里边装上艾叶，缝在娃娃肩膀
上，叫“艾虎”，用来“镇邪除
恶”。同时，鲁南地区流行送老
虎枕头的育儿风俗。新生儿要在
出生8-12天时绞头，一般是女孩
第9天、男孩12天。俗称“九绞娘娘
十绞官，十二绞得是状元”，也有
的则是“九绞娘娘八绞官，十二绞
得是状元”。姥姥来绞头，并送布
老虎，表示祝福。

布老虎无尖角、硬刺，突出了
团块美，符合民间玩具共有的造
型法则，显现出一种简约美和质
朴美。在沂水农村，布老虎伴着小
娃娃长大，白天是玩具，晚上是枕
头。小孩枕这种枕头不易落枕，十
分舒服。

布老虎的风格特征

因为布老虎是纯手工制作，
所以没有统一的规格式样，心灵
手巧的妇女们用手头不同的材

料，凭着自己的想象和审美缝制
出造型和形态迥异的布老虎。她
们缝制的布老虎，改变了老虎原
形，在形态上夸张了布老虎的头
部，虎头的大小几乎与虎身相同，
大幅度地收缩了老虎的身子、尾
巴，缩短了四条腿，并突出表现了
眼睛、嘴部，腿部和尾部大多比
较短小，以头大、眼大、嘴大、
身小来突出布老虎勇猛
威严的

神
态 ，凸 显
了“不肖形似，
而求神似”的传
统艺术风格。

由于我国各地、各民族风俗
习惯不同，布老虎在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装饰和姿态，有的稳重
宁静，有的活泼乖巧。如作为国家
文化名片的山西黎侯虎，四肢粗
胖，昂首站立，大有武将关公的风
范；陕西关中地区的布老虎就特
别喜欢使用“五毒”图案；拟人化
的河南淮阳布老虎则是早期人类
繁衍崇拜的物化和象征；山东各
地的布老虎则着重在头部设计，
宽大的嘴，洁白锋利的牙齿，两只
粗壮的牙齿向两边吐露，借以表

现老虎的雄威。但是嘴角做得弯
弯向上，似有嘻笑状，加上黑白相
间的球状眼睛，脑门上黑黑的

“王”字，又叫兽中之王变得憨态
可掬。

在沂水农村给小孩做的布老
虎，用的是做衣服剩下的边角余

料，用料方便，色调鲜艳，在造
型上夸张变形，重在寄情寓
意，追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形
似的特色，达到了怡情寄趣的
目的。它不仅反映着农民意识
和民间文化心态，还具有装饰
效果，强调喜庆色彩。特别有趣
的是这种布老虎，除了虎头上
那个“王”字可以代表老虎的兽
中之王身份外，那圆凸的眼
睛，直端的耳朵，弯曲上翘的
尾巴，粗短的腿和猫相差无几。
它既能使人感到虎的威猛雄
壮，又能使人感到猫的娇憨天
真。圆鼓鼓，胖乎乎，十分讨人喜
爱。其主要风格特征：

山东境内的布老虎色彩多以
红、黄色为主，黄、红色也是我国
北方传统文化中喜庆和吉祥的颜
色。但沂水布老虎在色彩上却不
拘泥于黄、红两大主色调，也用
黑、青、白、花、蓝色土布及蓝印花
布料。色块对比强烈，热烈明快，
使得整个布老虎形象鲜明生动。

另外制作布老虎的工艺也各
不相同。如虎腹内部有的装填锯
末、谷糠、棉花，也有的在虎肚子
里边充以蚕沙、艾叶或荞麦皮、豌
豆皮。沂水布虎的腹内填充物则
有荆种子、桃枝、菊花、艾草、黄
芪、雄黄、当归、朱砂等各种中药。
除有镇宅避邪之说外，还有祛风
湿、强脑健肾、宁心安神、芳香驱

虫的功效。

布老虎的传承发展

以布老虎为主打产品的沂水
民间手绣技艺，已有百年历史。由
于受外界干扰少，因而形成了浓
郁的地方色彩，构图简练，配色明
快，绣工精致，针脚细腻，朴实、匀
称、夸张、有较强的装饰性。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布老虎这一民间
艺术品也被外来游客看重，出售
价格看好。许许多多的农村妇女
把自己制作的布老虎带往城里或
旅游景区销售，为振兴经济作出
了贡献。

冯骥才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指
出：进入市场后，有的地方就开始
往布老虎身上添加亮片，所有的
布老虎基本上跟明星大腕在舞台
上一样，文化的丰富内容没有了，
文化的地域性没有了，这是文化
的一大损失。我们保护文化遗产，
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
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
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它的
源头是什么样子。

《周易·乾卦文》说：“云从龙，
风从虎”，龙虎相合成为一个国家
雄伟强盛的象征，是中国最早出
现的图腾，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角
度看，布老虎在艺术创作上，仍然
要坚持集朴素与美观于一身，要
保持民族的精神和风格，依照民
间美术和手工技艺的特点进行扶
持、发展。
(作者为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
山东大学中国节日研究基地副主
任，本文节选自其在大众讲坛的
讲座)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龙和虎以其威武神圣，共同构筑了民族的图
腾。龙为天子和神圣的象征，虎则深入到了民间，成为百姓的保护神。各类民间艺术
都以虎为创作对象，如民间说唱、剪纸、年画、雕刻(石、木)、泥(面)塑、刺绣、布艺等。
其中布老虎就是一种古代就已广为流传的儿童玩具，是俗雅共赏的民间手工艺品。

春节前给老友写贺卡，写到了一位 1943 年开始交往的、我上抗日小学时的老
师——— 邱为奎。我在二十年前的文章《抗日小学的老师们》中写到他。他离家后，我
们似乎没有再见过面，已经近七十年了，但自从联系上以后，就一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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