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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全

丙申，是2016年按六十甲子纪年法的称谓。
六十甲子纪年法又称为干支纪年法，是运用十天
干与十二地支依次如齿轮般排序而来，从第一个
甲子年到第二甲子年正好是一个周期，时间长为
60年，2016年则为丙申年。另外在民间则用十二
生肖纪年最为常见，2016年在十二生肖纪年中为
猴年。而十二生肖纪年据考证早在东汉时期已有
记载，但真正得到实际运用，则在元代。这种穿
插并用的纪年方法早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
直至今日，虽然用公历纪年方法纪年，但这些传
统的纪年方法仍在使用，因此 2016 年又称之为

“丙申年”或“申年”或“猴年”。
一提到“猴年”，就想到猴子。在人们心目

中，猴子聪明伶俐，身手敏捷，形体与小孩差不

多。从人类进化论来讲，人是由森林古猿到腊玛
古猿，然后从元谋人进化到直立人，最终到智
人，直至进化到现在的人（此处暂不说《生物进
化论》 是否可靠）。因此，猴子在中国，历来被
看作人类在动物界的近亲，其中类人猿最接近人
类。

其实，“猴”字最早时写为“夒”，最早出现
在《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猴，夒也”，

“夒”古同“猱”（长臂猿的一种），《说文解字》
解释为“贪兽，母猴”。“夒”是个象形字，甲骨
文中的“夒”字，就像一只搔首弄姿的猴子。虽
然到了小篆中形体已不再像猴子，但依然保留着
象形的影子。直到秦汉时期，“猴”字的出现将
表示猴子的字独立出来。“猴”从犬 （代表兽
类），“侯”声。后来“猴”组成的成语，一般都
含有贬义性，如五马六猴、轩鹤冠猴、沐猴衣
冠、杀鸡儆猴、尖嘴猴腮、猴年马月、猴头猴脑
等。

汉代班固《白虎通》：“猴，侯也。见人设食
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侯者也。”显然，“善于
侯”即善于守望、观测。猿猴生性聪明警觉，善
于识别猎手的诱饵，猴群滞留在一处活动的时
候，总有两三只猴子登上高处去当“哨兵”，哨

兵的警惕性非常高，若发现有
危险的情况，便摇晃树枝警示其他
成员。古人观察到这种情况，便因此
为其命名曰“猴”。

“猴”本就同“侯”。“侯”在古代指二等
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中的“侯
爵”，又泛指封有爵位的地方君主，如春秋战国
时期的列国诸侯。古人希望升官封侯，封侯使

“猴”增添了吉祥的象征意义。所以古代官府
屏、壁、文具、什器、玉雕之上，以及传统绘画
中，猴的形象具有“侯”的含义。如果一只猴子
爬上树挂印，表示“封侯挂印”；如果一只猴子
骑上马背，表示“马上封侯”；如果一只猴子骑
在另一只猴子背上，表示“辈辈封侯”。人们希
望加官封侯，还反映在不少用“侯”组成的词语
中，比如：侯门如海、侯服玉食、拜相封侯、五
侯七贵等。

此外，谈起猴子，人们还会想起 《西游记》
中“大闹天宫”孙悟空的形象，俗称“美猴
王”。暂不说唐僧取经的真实历史以及杜撰出

“猴子”形象的孙悟空，只论孙悟空这种机智、
勇敢、疾恶如仇、不为权势所屈服的个性，足以
让人们对“猴（孙悟空）”有了不同的诠释。

新春话新春话““猴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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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用“猴年马月”来形容事情遥遥无期，不可能发生。
“猴年马月”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据民俗专家介绍，根据农历算法，猴
年12年一个轮回，马月也是12个月一个轮回，凡是猴年，必有一个月
是马月，其实“猴年马月”的周期也就是12年，下一个“猴年马月”
是2016年6月5日至7月3日。

有网友感叹说，“猴年马月”意思是等了很久的事要有结果了，原
来“猴年马月”也不是一个等不到的日子。据民俗专家介绍，“猴年马
月”这个词义多半源于方言的以讹传讹，最流行的说法认为，“猴年马
月”是天津的“何年嘛月”谐音的变体。

根据农历干支，每12年就必出现传说中的“猴年马月”，比如2004
（农历为甲申年） 正好是猴年，从6月18日开始直至7月16日是农历五
月，也就是庚午月，正好是“猴年”里的“马月”。我们通常所说的属
相，即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古代，我们的祖先还创造了运用十二生肖纪
月，每年农历正月到腊月对应的属相依次是：虎、兔、龙、蛇、马、
羊、猴、鸡、狗、猪、鼠、牛。因此每年都有一个月是马月。阴历正
月，寒冬未尽，冰天雪地，很少有动物活动，惟有老虎出没山林觅食，
虎的吼叫声传遍四野，人们把正月定为“虎月”；阴历二月，春风送
暖，大地复苏，小草拱破地皮，绽露新绿，兔子此时开始活跃起来，人
们称二月为“兔月”；三月多雾，有了雷声，神龙显现，叫“龙月”；四
月天暖，蛰蛇出洞，叫“蛇月”；五月草长，人欢马叫，谓“马月”；六
月草茂，羊群遍野，称“羊月”；七月树茂，群猴出没山间，称“猴
月”；八月中秋，杀鸡饮酒，称“鸡月”；九月秋收，防盗要狗，叫“狗
月”；十月秋凉，肥猪满圈，称“猪月”；十一月下雪，屋内多鼠，谓

“鼠月”；十二月风寒，老牛归棚，称“牛月”。
民俗专家认为，“猴年马月”这个词应该是来自民间的俚语，长期

使用后就成了一个成语，现在的人使用也很频繁。“因为过去人的寿命
相对短暂，好多人都活不到40岁，因此12年几乎占据一个人生命的三
分之一，用这么长的时间干一件事，对于过去的人而言就显得尤为漫
长。现在这个词的意思也是指实现某件事或某个目标需要的时间特别
长，或者就是难以实现。”

晚综

“猴年马月”
是指遥遥无期？ 农历2016年是猴年，关于猴的典故和民间俗语煞有趣味。

毛泽东生前对猴子颇有好感，他曾以猴自况“深山无老虎，猴子
称大王”，自称“有点猴气，也有点虎气”。他对孙悟空更是赞赏有
加，主张对敌斗争要有“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策略，并多
次以诗词讴歌孙悟空的斗争精神，其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
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以猴为典入句或修辞，不自毛泽东始。有关猴子的成语典故、俗
语谚语和歇后语源远流长、枚不胜举。如：

沐猴而冠 《史记·项羽本纪》：“韩生劝项羽都关中，羽曰：
‘吾闻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乃烧宫室都彭城。韩生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朝三暮四 《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芋，曰：‘朝三暮四。’
众狙皆怒。曰：‘然则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悦。”

心猿意马 此为佛教用语。用猿腾马奔比喻凡心无常而多变，后
多用于比喻心神不定。

尖嘴猴腮 《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中举后痰迷心窍，他的岳
父胡屠户骂他：“像你这等尖嘴猴腮之人，也该撒泡尿照照，不三不
四，就想天鹅屁吃。”

杀鸡儆猴 比喻惩罚一个人以警告其他人。《官场现形记》五十三
回：“俗语说得好，叫做‘ 杀鸡儆猴’，把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

树倒猢狲散 宋《说薮·曹咏妻》载：“曹咏投靠秦桧，做了大
官。秦桧一死，曹就被贬。厉德斯派人给曹送去一信，曹拆开一看，
乃是《 树倒猢狲散赋》一篇。”

猢狲入布袋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梅尧臣受敕修《唐书》，
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

猿鹤虫沙 《抱朴子》：“周穆五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
鹤，小人为虫为沙。”

教猴升天 比喻教唆别人做坏事。《诗经·小雅·角弓》：“毋教
猴升天。”

以上成语皆形象、精炼、贴切之语，运用得当可使文章增辉。有
关猴的词汇缀入民间语言，就带来活泼俏皮之感。说人机灵“长了毛
比猴都精”；讥人吝啬“猴子手里掉不出干枣”；至于“孙猴子跳不出
如来佛的手心”，是说强势一方传达的威胁信息，弱势一方则在表达
无奈的情绪。《红楼梦》中，贾宝玉要吃鸳鸯脸上的胭脂，“猴”在人
家身上不下来。一个“猴”字，名词作动词用，何等传神！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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