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年 

 

狗，又名“犬”，《說文解字》中說：“狗，犬也。大者為犬，小者為狗。”後

來，狗、犬通稱。但也有細微差別，“犬”多用於褒義，如成語“犬馬之勞”，自謙

兒子為“犬子”；而“狗”則貶義較多，狗仗人勢、狐朋狗友、偷雞摸狗等描述人性

卑劣的一面的成語，俗語多與“狗”字相連。 

 

    狗在十二生肖中居第十一位，與十二地支配屬“戌”，故一天十二時辰的“戌

時”－ 即晚上七點至九點，又稱“狗時”。 此時，黑夜來臨，狗看家，守夜的警

惕性最高。因戌時屬狗，所以有“戌狗”的說法。俗語中所說的“看門狗”可由此找

到源頭。 

古代典籍中，對“狗”的記載很多，也賦予“狗”豐富的內涵。《山海經》有黑

白犬祭祀風神，《風俗通義》載，“戌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祭於西北”。“狗”

也因此被認為是司風之神。《漢書》載，帝高辛氏有狗名盤瓠，取犬戎吳將軍首級，

被賜以少女，該女“隨盤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後繁盛也＂。因此，西南的苗、

畲、瑤、黎、侗、壯、佤等少數民族，也傳說盤瓠是族群始祖，奉“狗”為圖騰。 

現實生活中，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之一，也是和人類關係最為密切的動物。

從遠古的漁獵時代開始，人類就已經馴化狗為自己服務，捕捉獵物，看守家園，守護

農田，放牧巡山，供人觀賞。狗不僅是人類最親密的夥伴，也是人類最忠誠的夥伴。

任何情況下，狗都不會背叛自己的主人，狗以自己的忠誠贏得了人類的信任。義犬救

主或為主復仇的故事，古今中外佳話不絕。古有《搜神記》中的黑龍犬，在火中用水

沾濕醉酒的主人使其倖存，而自己卻因奔波困乏致死。今有成群獵犬，於墨西哥大地

震之際，從廢墟裡嗅尋營救出大批倖存者，世人為之立碑紀念。 

2018 年，農曆戊戌年，又到了狗年。尼采說：“世界是借著對狗的理解而被征服，

世界亦借著對狗的理解而存在。”這是一個大有深意的命題，值得我們在狗年裡認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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