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效犬马之劳”意

“任劳任怨”

于人类繁衍进化，迁徙

过程中有两类动物是帮助人

类“功不可没”就是犬马，

功劳最大的是犬。



犬帮助改变人类，人类

改变地球，犬在祖先们进

化演变过程中，除了要分

秒警觉为看家护院尚要帮

助狩猎食物外到食物短缺

时更为祖先民作食物之用。





我国之中华家犬俗称

“土狗”唐狗，早于“半

坡文化，母系社会”大约

六千九百年时已跟我们民

族祖先一起共生共存, 被当

做警卫及狩猎之好帮手













到用直文化大约五千

五百年,中华“土狗”“唐

狗”随着民族祖先迁徙到

华中一带，继续和祖先们

共存，在特殊情况下沦为

先民食物之用。







商代殉狗的文化

早于距今三千多年商代

殷墟发现狗殉葬古墓群，即

现今河南省安阳地区。证明

於三千多年前，早有狗殉葬

风俗，把殉葬人数、狗数多

少作为墓内主人身份象徽。













到了秦朝，平定战国一

统中国，秦朝时代狗已不是

看家护院，狩猎已从信仰，

祭祀，观赏娱乐之用

。























秦朝间“南越王”其

版图是包括现在福建，广东，

广西一带，因随地理 上是有

沿海条件，随而产生船运商

务，早已沿海岸线经南亚，

中东等地区，打做成最早之

海上丝绸之路，船运为安全

保卫， 狗就自然成为船上最

好的警卫工作者。但也可能

成为某地域上狗活体留落或

交易。因此中华唐犬在不为

刻意情况下被带出国土迁往

南亚及其他地区停留继续繁



衍。





















（陪葬品中有中东舶来品如玛瑙 琉

璃等物品，证明古人早就远航到中东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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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犬事科学家在研究

狗之源可能来自中国“长江

以南” 这说法结论，从朝代

中商贸之便，狗被带出中国

国土实不为 奇。从经科学基

因检测出第一分支家犬亚种

是“广东沙皮”广东广州是

当时朝代成熟最大之船务商

港，这就更引起大家关注，

广东沙皮狗之前又是什么？













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所

关注之有趣问题，以中国

朝代及从古至今最为普及

之家犬亚种是“土狗，唐

狗”非此家犬莫属了。







但细作分析，福建，

广东，广西之家犬其形状，

性能都有少许区别。福建，

广东从文学商贸就可以看

家护院为重点，所以出现

了一些家犬文化，即“相

犬口诀”





广东除广州周边属于

平原近海外，粤东，粤西，

广西以西近山区森林多之

地区，山禽野兽较多。广

西之“土狗，唐狗”除了

看家护院外更要肩负狩猎

工作， 因此又出现了广东 ，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



缅甸，越南，等狩 猎 犬

之 “ 相 犬 口 诀 ”



同属中华犬文化中带

有文字，信仰之犬文化。

文字中之口诀 意思是否一

定来自广东，广西，会否

来自华东，华北，大西 北

呢？事实用广东粤语方言

来念读是押韵，容易上口

理解， 如用其他地区方言，



效果可能不一样了。这样

之文字，口诀 犬文化侍承

至今，代代相传都不知经

历过多少朝代，年代， 所

以狗之源，应该是来自大

中华民族之家犬亚种“土

狗，唐 狗”为始犬实不为



过。外语称“TOWN.DOG

FOTDOG”福狗，与此同

时朝代相近，中东地区与

中华地区於北朝时期的 北

齐时代已有开始作陆路

“丝绸之路”经商朝贡行

为。



唐宋时代东部海岸船

运对外文化也商贸交流，

开始发展，因此“土狗，

唐狗”这活体随着东西北

地区持移，因此中国之

“犬之文化” 大中华经过

几千年内在战乱斗争，家

犬随着老百姓争相往不同。



地方迁途定居，中国因地

理分布广阔，地理气候不

同，狗随之因适应性影响

出现了不同多样性家犬亚

种。继续在大中华土地上

繁衍，是多彩多姿犬之源

所在地。











“土狗”自古以来百姓

养犬都从来采用散养习惯。

圈养及纯种观念是近代才

出现，特别是在中国本土。

随着近代经济开放后犬业

出现才开始受到关注。

现今科学，科技，网

络，发达对中国唐狗，土

狗之相关历史进化资料也



逐渐多了，狗之源随着科

学基因检测工程慢慢成熟，

狗之相关学术，技术也逐

渐提升。中国犬种之价值

性已大大提高，对其历史

发展参考价值，因渊源流

长，实属无价，更值现代

犬业界去搜寻，探索推理，



特别一提是在基因结论图

谱.



世界犬协组别上都显

示史匹姿犬系（原始犬种）



其中松狮， 柴犬，金犬，

秋田，哈士奇等，其外貌形

态就跟广东“土狗， 唐狗”

太相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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