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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生肖為馬 



馬的寓意 

溫馴忠誠 
• 馬是人類重要的夥伴，陪伴人們狩獵、畜牧、行旅 

 

勇猛強壯 
• 駿馬能一日走千里，是力量的象徵。又與勇士征戰
沙場、出生入死 
 

出類拔萃 
• 馬又是能力、聖賢、人才、有作為的象徵。古人常
常以「千里馬」來比擬優秀人才 



馬的起源 

• 馬起源於北美洲，距今約五千五百萬年前的新生代 

• 馬的遠祖「始新馬」生活於原始森林中，體形與狐狸
相似 

• 後進化為野馬，體態逐漸改變，適應於草原生活 

• 足跡遍佈北美、歐洲、亞洲，經馴化而成家馬 

• 中國是最早馴化馬的國家之一，距今約六千年前已成
定家畜 



馬的漢字 

• 殷商時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甲骨
文中已有馬字 

 馬字的演變 



春風得意馬蹄疾：馬年說馬 

一、馬的傳說 

二、馬與人 

三、馬與絲綢之路、茶馬古道 

四、文人畫中的馬 

五、與馬相關的成語典故 



馬的傳說 

天馬 
• 《山海經》記天馬為「狀如白犬而黑頭、
見人即飛」的異獸 

• 漢代及之後藝術品中出現的脅生雙翼的駿
馬形象 

 

 



馬的傳說 

龍馬 
• 傳說中形態像龍的馬 

• 《西遊記》中的白龍馬，本是西海龍王的
兒子，因犯天條才被變為馬 

 

 



馬的功能 

交通 
• 至唐代，馬、驢、騾等牲畜成為當時主要
的陸路交通工具 

• 帝王出行乘馬，貴族官僚、文人墨客以至
普通百姓均以騎馬出行為主 

 

 



馬的功能 

國力 
• 先秦時期，馬車成為戰爭的主力和衡量國
家實力的標準 

• 漢代隨著騎兵的出現，馬的多寡、優劣，
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馬的功能 

教育 
• 西周時期，駕馬訓練是貴族子弟必學的課程 

•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的
「御」是指駕御馬車技術的培養 

 

 

 



馬的功能 

禮制 
• 春秋時期，馬的使用與禮儀制度結合，有
嚴格的等級規定 

• 由商周開始，具地位的貴族墓更有車馬坑
隨葬 

 

 



馬與商路 

絲綢之路、茶馬古道 
• 奔走於南北商貿古道上的，除了行色匆匆
的商旅、使節以外，更有任勞任怨的馬、
駝。馬是南北古道上的主要交通工具。 



文人畫中的馬 

• 中國歷代畫家描繪生活題材時，都喜畫馬。 

• 清初廣東的張穆是一位具有俠義精神的文
人，由於愛馬而飼養馬匹，並且日夕觀賞，
因此他筆下的馬圖，神態生動逼真。 



馬的成語典故 

天馬行空 比喻文才氣勢豪放不拘，亦用於形容浮誇不著邊際。 

心猿意馬  比喻心思不專注集中。 

白駒過隙  比喻時光像駿馬一樣在細小的縫隙前飛快地越過。 

老驥伏櫪  比喻年雖老而仍懷雄心壯志。 

伯樂一顧  比喻才能受人賞識、肯定。 

車水馬龍  形容繁華熱鬧的景象。 

青梅竹馬  比喻從小就相識的同伴。 

非驢非馬  比喻事物不倫不類。 

指鹿為馬  比喻人刻意顛倒是非。 

害群之馬  比喻危害大眾的人。 



馬的成語典故 

馬首是瞻  比喻服從指揮或跟隨他人進退。 

蛛絲馬跡  比喻可供尋查推求的細微線索。 

塞翁失馬  比喻因禍得福。 

輕裘肥馬  形容生活豪奢。 

露出馬腳  比喻隱蔽的真相洩露出來。 

牛頭不對馬嘴  比喻答非所問或事情兩不相符。 

風馬牛不相及  比喻事物之間彼此毫不相干。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比喻話已說出口，難再收回。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詩中隱含掛念與怨恨的感情。 

寶馬雕車香滿路 
華麗的香車寶馬在路上來來往往，各式各樣
的醉人香氣瀰漫著大街。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彩繪陶騎馬俑 
漢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灰陶立馬 
東漢‧二世紀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青銅馬頭 
東漢‧二世紀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三彩鞍馬 
唐‧八世紀上半葉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粉彩穆王八駿圖鼻煙壺 
清‧道光 
（公元1821-1850年） 



中國藝術中的馬 
精選展品 

佚名 
百駿圖 

清‧十九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