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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農曆己亥年，是屬豬年。豬為六畜之首，十二生肖屬相中，豬為

壓陣之物。遠至新石器時期，豬就是重要的家畜與祭祀品。家祭時，陳豕於室，

闔家而祭，故“家”是寶蓋下有個“豕”字，這也正是“家”字的由來。時至今

日，漢族凡重大祭祀必用豬祭品，並以豬頭為重，俗稱“豬頭三牲”。清代吳谷

人《新年雜詠》云：“杭俗，歲終祀神尚豬首……選皺紋如壽字者，謂之‘壽字

豬頭’。”現今，江浙一帶在臘月仍儲備醃制鹹豬頭為年貨。清明節，廣東人愛

用烤豬祭祖，俗語“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祭後全家分食祭品。陝西一帶有

送豬蹄的婚俗：結婚前一天男方送四斤豬肉、一對豬蹄，稱“禮吊”，女方退回

豬前蹄，婚後次日，夫妻帶雙份掛麵及豬後蹄回娘家，後蹄退回，俗稱“蹄蹄來，

蹄蹄去”。雲南西雙版納布朗族婚禮，男女兩家用竹竿串起豬肉分送各家，以示

“骨肉親”。 

 

俗信豬能預兆雨水。《詩經·小雅》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於畢，

俾滂沱矣。”《投荒雜錄》中說雷公“豕首鱗身”。《西遊記》的豬八戒“原是

天蓬水神”，“敕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憲節”，天蓬本是道教紫微北極大

帝的四將之一，充分體現豬崇拜和雲雨之神的關係。不過，我國民間常把豬比成

好吃懶做的形象，豬八戒就是家喻戶曉的人、豬、神三位一體的角色，雖是神話，

但人性與豬情，鮮活生動，惹人喜愛。 

 

在西方，豬的象徵意義大同小異，個別地方則別於東方，古代德國有吹風笛

的豬雕，代表色欲，認為夢見豬與性有關。蘇格蘭有使豬拉車的民俗。也有國家

用豬尋找松果、爆破地雷甚至稽查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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