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
即
日
起
至
6
月
21
日
︵
逢
星
期
四
及
1
月
28
至
31
日
休
館
︶

地
點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展
廳
II

乙
巳
說
蛇

文
物
看
古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中
大
︶
文
物
館
正
在
舉
辦﹁
乙
巳
說
蛇﹂
展

覽
，
精
選
24
件
套
與
蛇
相
關
的
館
藏
文
物
，
以
探
討
蛇
在
中
國
歷
史
中

的
不
同
形
象
。
展
覽
分
為﹁
神
巫
之
蛇﹂
、﹁
靈
物
與
毒
物﹂
、﹁
紋

飾
與
畫
像﹂
三
部
分
。
中
大
文
物
館
副
研
究
員
童
宇
博
士
介
紹
，
相
比

其
他
生
肖
，
蛇
相
關
的
文
物
不
算
多
，
但
在
中
國
人
的
信
仰
體
系
中
，

蛇
是
一
種
非
常
重
要
的
動
物
。
今
次
在
中
大
文
物
館
館
藏
中
挑
選
出
24

件﹁
蛇
文
物﹂
，
在
全
港
都
算
是
較
為
珍
貴
的
一
次
亮
相
。

石
拓
片
上
的
人
首
蛇
身

蛇
無
足
，
能
吞
食
較
自
身
更
大
的
獵
物
，
又
有
蛻
皮
等
習
性
，
在
自
然
界
中
獨

特
而
神
秘
，
自
古
被
先
民
所
敬
畏
。
華
夏
神
話
中
人
類
先
祖
伏
羲
與
女
媧
為
人
首
蛇

身
，
今
次
展
出
的﹁
山
東
嘉
祥
武
梁
祠
畫
像
石
拓
片﹂
便
印
證
了
這
一
神
話
形
象
。

該
畫
像
石
分
為
四
格
，
由
下
至
上
分
別
描
繪
：
車
馬
出
行
、
刺
客
故
事
、
孝
子
故

事
、
古
代
帝
王
四
則
。
其
中
，
古
代
帝
王
的
最
右
端
刻
畫
了
兩
個
人
首
蛇
身

的
人
物
，
根
據
榜
題
，
其
中
一
人
為
伏
羲
，
由
此
推
定
另
一
人
身
份
為
女

媧
；
二
人
蛇
尾
交
疊
，
象
徵
生
育
；
伏
羲
手
握
畫
直
線
的
矩
，
女
媧
則
握

有
畫
圓
的
規
。

這
種
蛇
身
神
形
象
在
漢
代
廣
為
流
行
，
又
見
諸
各
地
畫
像
石
。
在
展

出
的
另
一
幅﹁
重
慶
江
北
區
盤
溪
蘇
家
院
子
磚
室
墓
畫
像
石
拓
片﹂
中
，

女
媧
和
伏
羲
則
分
別
手
握
排
簫
和
波
浪
鼓
，
相
傳
二
人
是
人
類
音
樂
的
始

祖
。

「
五
毒
」

圖
案
有
關
端
午

蛇
與
蜈
蚣
、
蠍
子
、
壁
虎
和
蟾
蜍
並
稱﹁
五
毒﹂
，
而
端
午
在

古
代
北
方
人
心
目
中
是
毒
日
、
惡
日
，
因
此
在
端
午
節
有
種
種
求
平
安
、

避
五
毒
的
習
俗
，
五
毒
圖
案
在
此
被
賦
予
了
節
慶
意
義
。﹁
五
彩
天
師
五
毒
紋

盤

﹂
正
顯
示
了
這
一
點
，
內
外
青
花
五
彩
裝
飾
。
內
底
繪
張
天
師
斬
五
毒
圖
，

張
天
師
持
劍
立
於
樹
下
坡
地
上
，
周
圍
描
繪
蟾
蜍
、
蠍
、
蛇
等
。
內

壁
繪
相
間
排
列
的
菖
蒲
葉
、
折
枝
石
榴
花
、
艾
草
等
。

■

「
山
東
嘉
祥
武
梁
祠
畫
像
石
拓
片
」
。

■

「
重
慶
江
北
區
盤
溪
蘇
家
院
子
磚
室
墓

畫
像
石
拓
片
」
中
，
女
媧
和
伏
羲
分
別
手

握
排
簫
和
波
浪
鼓
。

■蛇鈕秦「襄陰丞印」。

■《端陽圖冊》描繪紅黑
相間的蛇。

■

清
王
素「
十
二
生
肖
故
事
掛
軸
︵
蛇
︶﹂︵
局
部
︶。

蛇
軀
蜿
蜒
化
紋
飾

象
徵
四
方
星
宿
的
四
種
神
獸
青
龍
、
白
虎
、
朱
雀
和
玄
武
中
，
玄
武
形
象
極
為
特
殊
，
它
由
蛇

與
龜
組
成
。
童
宇
表
示
，
從
藝
術
角
度
來
看
，
青
龍
、
白
虎
均
為
直
線
形
，
朱
雀
亦
極
具
動
態
，
而

龜
相
比
較
為
死
板
，
因
此
用
蛇
與
之
做
配
，
可
以
中
和
其
形
象
，
使
「
四
象
」
達
到
協
調
。

東
周
時
代
青
銅
器
進
入
革
新
期
，
以
蛇
相

互
纏
繞
為
靈
感
，
配
合
模
塊
化
紋
飾
鑄
造
技
術

而
產
生
的
蟠
虺
或
蟠
螭
紋
成
為
當
時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銅
器
紋
飾
：
今
次
展
出
的
「
蟠
螭
紋
青
銅

鑑
（
春
秋
晚
期
至
戰
國
初
期
）
」
便
為
印
證
，

通
過
蛇
軀
線
條
的
交
疊
，
可
以
在
平
面
中
營
造

出
空
間
感
，
紋
飾
大
量
重
複
，
又
呈
現
繁
縟

的
視
覺
效
果
。
這
類
紋
飾
廣
為
流
行
，
反

映
出
當
時
的
人
普
遍
信
仰
。

畫
蛇
作
品
相
對
罕
見
。
展
覽
中

展
出
王
素
一
軸
講
述
唐
人
李
紳
夢

中
化
蛇
，
為
僧
人
所
見
的
靈

異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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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文化

靈
蛇
刻
印
備
受
推
崇

蛇
身
神
之
外
，
也
有
不
少
神
巫
以
蛇
為
飾
或
能
控
蛇
，
有
所
謂
「
珥
蛇
」
、
「
操

蛇
」
或
「
踐
蛇
」
之
稱
。
「
珥
蛇
」
即
「
以
蛇
貫
耳
」
；
而
「
踐
蛇
」
在
《
山
海

經
》
中
多
見
於
鳥
身
神
，
或
即
鷹
蛇
互
搏
的
情

景
再
現
。
這
類
神
巫
多
為
管
理
山
海
的
地
方

神
祇
。神

話
中
的
蛇
身
神
的
地
位
往
往
高
於
操

蛇
神
，
或
反
映
出
蛇
的
重
要
性
：
創
造
世

間
萬
物
的
神
靈
為
蛇
所
演
化
，
具
有
蛇
軀
；

而
管
理
自
然
的
神
祇
則
透
過
珥
蛇
、
操
蛇
等
展

露
神
性
，
形
象
漸
向
人
靠
攏
。
展
覽
中
的
「
持
戈
執
蛇

鳥
人
銅
印
」
等
印
章
正
顯
示
了
這
一
點
。

蛇
作
為
靈
性
動
物
在
秦
漢
時
代
備
受
推
崇
，
甚

至
在
官
印
鈕
制
中
佔
一
席
之
地
，
展
品
蛇
鈕
秦
「
襄

陰
丞
印
」
便
是
一
例
。
當
時
百
官
所
用
動
物
印
鈕
主
要

為
龜
，
亦
有
魚
，
加
上
蛇
，
均
為
靈
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