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蛇年说蛇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蛇这一独特的生物不仅以其神秘的形象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敬畏，
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古老的图腾到绘画艺术的演绎，再到民俗传统的
延续，“蛇”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意象，如智慧、神秘、财富等。乙巳蛇年已至，本期给
同学们带来“蛇”文化的那些事。

文物里的蛇
蛇，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起源、生命繁衍的最初想象，古代先民对蛇的敬畏形成一种特殊的表
现形式——蛇图腾。蛇的形象进而演变出象征平安的图腾，多用来装饰青铜器，并频繁现身
于各类祭祀器具中。

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南殿村仰韶文化遗址的红陶贴塑蛇纹罐上的蛇纹表明蛇与仰韶文化先民
的图腾崇拜有关，反映了他们对蛇的敬畏和信仰，也承载了仰韶先民对人口繁衍、家族兴旺
的美好期望。
【新石器时代】红陶贴塑蛇纹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蛇纹也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吉祥纹样之一。先民认为蛇能潜于深渊，能致云雨，颇具神秘
力量，故用蛇纹（蟠虺纹）来寓意吉祥圆满。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
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特别是春秋中期模印法与失蜡铸造法等新工艺的出
现，以其独特的盘曲小蛇形象构成的几何图形的繁缛蟠虺纹盛行。
出土于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墓的金柄铁剑，剑柄为纯金质地，整体镂空，两面纹饰相同，由
阴线纹组成蟠虺纹，其间饰有勾云纹，并镶嵌以圆珠形绿松石及料器。柄部有双虺相背组成
的兽面纹，兽目以绿松石镶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更是当时社
会文化的重要符号。
【春秋】金柄铁剑（局部）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汉代双蛇纹长方砖，其表面以双蛇纹为主要装饰图案，两条蛇的形态生
动，或蜿蜒盘旋，或昂首欲动，充满了动感与活力。采用了浅浮雕或阴线刻的工艺手法，线
条简洁而富有力量感，将蛇的灵动与神秘刻画得淋漓尽致。通过对砖上图案的分析，可以了
解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文化喜好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汉】双蛇纹长方砖 故宫博物院藏

绘画里的蛇
在古代书画的浩浩长卷中，蛇的形象屡屡闪现。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T形帛画，画
面的内容可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天界部分，日月之间，端坐
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天帝，以一条红色长蛇之身作为载体，体现了古人对生命延续和再生
的渴望。
【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 湖南博物院藏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蛇图像，大多生动活泼、千姿百态，不仅是一种装饰图案，更是一种文化
的传承和智慧的象征，如蛇身龙神、蛇身伏羲守宝、蛇舞菩萨、化蛇斗法等蛇元素壁画。榆
林窟的壁画内容和风格与莫高窟紧密相连，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榆林
窟中有一幅描绘大蛇的画作，是依据经变文中劳度叉化作大树，而舍利弗化作大蛇，“长蛇
缠树，大风劲吹，大树根拔而欲倒”这段文字而绘制的。画中的蛇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形体
庞大，展现了古代艺术家对蛇的独特理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蛇的复杂情感和深刻寓意。
【五代】榆林窟第16号窟壁画 后室东壁

民俗里的蛇
民间流传有“蛇盘兔，必定富”的俗语，在陕北等地，剪纸艺术中常出现蛇盘兔的造型，寄
托着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在一些地区，人们认为蛇是家宅的保护神，当家中出现蛇时，
不仅不会驱赶，反而会认为是吉祥的象征，寓意着家族的繁荣兴盛。
库淑兰剪纸作品 五毒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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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五月初五端午佳节，民间有喝雄黄酒、挂艾草的习俗，这背后亦有驱蛇避邪的考量。此
外，在端午节期间，人们还会在门楣、窗户上张贴五毒剪纸，吃五毒饼，在儿童的肚兜、香
囊上绣上五毒图案，以求消灾解毒、祛除病邪。蛇作为五毒之一，常出现在民间的服饰、刺
绣、剪纸、年画等艺术形式中。
（来源：中国美术报微信公众号，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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