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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负责挑选祭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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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图书馆“2021牛文化主题展”中有一
组比较特殊的图片，刻画的是四场战斗。辽宁省图
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孟志丹介绍：“我国古
代，牛在军事上有很大的作用，如战国时代的齐国
田单使用火牛进攻敌国、三国时期蜀伐魏就使用牛
来进行栈道运输都是典型例子。”

在我国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之说，也就是国家大事无非两种，一是祭祀
一是战争，而牛则在这两件大事中都充当了
不可替代的角色。牛在古代祭祀中是最重
要的祭品，“牛，祭天尊物也。”祭祀用的牲畜
名为“牺牲”，都是牛字旁的。

根据《礼记》，祭祀所用的牺牲，天子是
毛色纯一的牛，诸侯是精心饲养的牛，大夫
是经过挑选的牛。而且必须都是公牛。

祭祀宗庙之外，还要祭祀社稷，也就是
土地神和五谷神（农业之神），这时候的牺牲
就有区别了。天子用的是太牢，而诸侯则是

少牢，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太牢是有牛的。
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祭祀所用的牲畜都
要先关在一个叫“牢”的地方。不过因为祭
祀牛的珍贵，太牢也被认为是专指牛。

这种周礼记录的祭祀传统，除了在清朝
有些许改变外，贯穿了封建社会始终，牛在
祭祀中的地位也始终不变。

祭祀用的牛的大小，根据祭祀对象不同
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过却不是牛越大越好。
而参照物则是牛角的大小。

《礼记》说，祭祀天地的时候，要选牛角
才长到蚕茧那么大的，也就是初生牛犊。祭

祀宗庙时候的牛，牛角则要四指并起那么长
的小牛。

人手的大小肯定不一样，所以周朝是有
专门人负责挑选的，这些人可不是马夫牛倌
之类的平头百姓，而是有官身的，官名就叫

“牛人”。牛人的职责就是负责养国家的公
牛，在上面有需要的时候就要挑选出牛来供
使用。

牛人这个官职在后来就慢慢消失了，但是
他的手艺还是流传了下来，就有了后世的相牛
术。相马有伯乐，相牛厉害的则有春秋时期被
齐桓公赏识的宁戚，史传其曾著《牛经》。

古人对祭祀牛的临终关怀
首先是选牛，周朝尚红色，所以所选的

祭祀之牛要毛色赤黄的。并且这个牛身上
不能有瑕疵，尤其是牛角，有小小的创口都
不行。而且为了保护牛角，甚至专门有“封
人”的官负责给牛角绑上防撞击的横木。

牛选好了之后还必须要占卜一下。占
卜的结果要是不吉那就得换牛。占卜吉了，
牛选出来了，还得占卜哪天是祭祀的吉日，
吉日占卜出来后，牛就被称为“牲”了。

此后“牲”就要被送去专门饲养的地方，
也就是“牢”，可不是坐牢去了，而且要好吃
好喝地供着，并且还要给它穿上锦衣华袍。

《史记·老庄列传》中就有记载，“（祭祀之牛）
衣以文绣。”吉日到了，周天子还要亲自去迎
接祭祀的“牲”，甚至亲自牵着牛走上不归
路，而此时，则还有歌舞欢送。

《诗经》中曾有提及，就是祭祀祖先时，周

天子也会亲自动
手。天子亲执鸯
刀, 割开牲牛毛
肉, 以示其色纯，
再取出血, 以示其
新杀。然后取出
牛脂，放于艾篙上
烧, 使香气四溢，
让祖先享用。

祭祀之后，就
是盛宴开启了。
前面提到的周朝
贵族吃牛，并不是
简单的佳肴，而是带有仪式感的宴席。这种
对祭品的分食，研究者称其为“神体圣餐”，
就是希望通过吃牲肉的方法，把公牛所具有
的一切令人羡慕的特征都传给家族中每个

成员。
周朝的青铜器是自带礼器属性的，而国

宝司母戊方鼎为什么造那么大，就是因为它
是用来烹饪祭祀牛的。

牛皮枕头能当报警器用
前面文章提到了各朝代都有立法，只有

在向衙门报备之后，老病的牛才能宰杀。不
过宰杀之后，也就是牛肉可以自家人享用，
皮、牛筋都必须上交，因为牛一身都是战备
物资。所以在冷兵器时代，牛与战争也是息
息相关。

牛与战争的最直接联系自然就是搞辎
重运输，《尚书》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
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借此来
彰显天下已经臣服，马自然是作战用的，而

牛则是运输物资保障军队后勤。
牛的用处更多是体现在战争道具上。
士兵护身的甲胄，东周乃至春秋战国时

多由牛皮制成，曾侯乙墓出土了牛皮制成的
人甲数十副、马甲若干副。人甲每副包括头
盔、甲身、甲裙、甲袖四部分。

皮甲最难防的就是弓箭，而弓箭的制作
也离不开牛。《考工记》记载, 弓人制弓, 要
采集六种必备的材料, 其中即包括牛筋、牛
胶和牛角。牛胶用以钻合弓角, 牛角则用

以使箭行进快速, 做弓弦的牛筋弹性使箭
能深入目标。防弓箭最管用的是盾牌，而盾
牌多以牛皮蒙面。

此外, 战鼓之面、战车之索、战马之缰,
剑、矢之套袋, 也大多都离不开牛皮。

皮甲虽然后来被铁甲所淘汰，不过宋朝
时沈括却点出了牛皮甲的一个好处。那就
是古代人睡觉的时候拿皮甲当枕头，因为下
面是空的，所以数里之内的人马动静都能听
得到，算是一个常用的报警器。

一、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
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先是向燕

军诈降，使之麻痹，随即在夜间用牛千
余头，牛角上缚上兵刃，尾上缚苇灌油，
以火点燃，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勇士随
后冲杀，最后大败燕军，光复了齐国。

二、唐代王玄策用“火牛阵”一仗击
溃印度数万象军

此役斩杀印度兵将三千，印度兵将
落水溺毙者超一万，被俘一万一千人，

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印度在此战
后灭亡。

三、义和团紫竹林火牛破地雷
晚清时期，紫竹林是天津法租

界所在地，列强军队屡次袭击义和
团，都是以紫竹林租界为基地。

进攻那一天，几十头黄牛全部
全副武装，他们角上绑着明晃晃的
尖刀，牛尾悬挂一串鞭炮，牛背上

还捆缚着柴草硫磺等易燃引火物，用火药线
与鞭炮相连。当装备完毕的牛群被驱赶到租
界的路口外面后，团民们将牛尾巴上的鞭炮
同时点燃，几十头受惊的火牛向租界狂奔猛
踩，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埋在地下的地雷被纷
纷被黄牛踩爆。义和团趁机发动猛攻，逼近
肉搏近战以发挥人数优势，一度攻到英、法租
界的交界处，几乎占领了全部法租界。

四、红军火牛阵破吉安
1930年，红军在解放吉安的战斗中，守

军在吉安城外设置了重重障碍，给红军主力
部队攻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个时候附
近县城的赤卫队，急部队之所急。在晚上联
合组织起来，准备了许多棉花、煤油、油桶和
爆竹，牵来了成群的黄牛和水牛。

时至深夜，赤卫队员们牵着牛，背着稻
草和桥板来到城下。正当敌人做梦的时候，
冲锋号响了，牛尾巴上的棉花和爆竹一齐点
着了。于是，几百头牛一股劲地冲向前去，
吓得城里的敌人惊慌失措，随即主力部队攻
进城去，一举攻破吉安城。

辽宁省图书馆开展的“2021牛文化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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