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雖然讓人畏懼，但生肖蛇卻是很多人的
「守護神」。「生肖」即人們常說的「屬
相」，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表示出生年份的
方式。中國十二生肖由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等十二種
動物組成，分別與十二地支相結合，用來標
記年份，並以十二年為一周期循環往復，是
中國年俗文化的象徵。其中蛇作為生肖，象
徵智慧，寄託着人們對家庭和睦、事業順利
的期盼。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唐十二生肖俑」，

每件俑皆獸首人身。其中蛇首俑昂首挺立，
雙手作拱狀，身穿交領寬袖垂地長袍，憨態
可掬中透着幾分機敏。千百年來，在每一個
農曆新年，生肖們都會進行一
次「工作」交接，每年
都有一隻動物負責當
年的守護。蛇首生肖
俑更能彰顯驅邪闢
凶、平安吉祥、祥瑞
圓滿之意。
「在很多人的印象

中，蛇是讓人一看到就毛骨悚然的動物。」
參觀完陝西歷史博物館萌態十足的蛇首俑
後，來自山西的遊客張萌笑稱，此次陝西博
物館之行，完全顛覆了自己對蛇的傳統認
識。「無論是禮器、兵器，還是日常用的器
皿，我們的先祖們用各種形式的蛇元素，不
僅彰顯了無所畏懼的勇氣，更蘊含着對美
好生活的希冀。」張萌告訴記者，蛇年之
際看蛇文物、知蛇文化，也希望為自己新
一年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勇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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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濤 甘肅報道）甘肅簡牘博
物館推出 「塞防千里固家國——簡牘中的長城歲月印
記展」，為觀眾獻上一份特別的節日禮物。
此次展覽通過展示簡牘及其他與長城相關的
文物，全方位呈現漢簡中的長城文明和中華
智慧，以獨特視角探尋中華文明，弘揚長城
所承載的華夏精神。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
甘肅省文物局指導，甘肅簡牘博物館聯合酒
泉市博物館、嘉峪關長城博物館、武威市博
物館、臨洮縣博物館共同舉辦。展覽分為
「開拓」「戍防」「融通」「賡續」 四個
單元，借助甘肅出土的簡牘及相關文物，生
動再現漢代河西地區長城的修築、開拓與經
營，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場景，深刻展現長城
印記和蘊含其中的長城精神與中華智慧。
展品不僅有甘肅簡牘博物館收藏的簡牘，
還有酒泉、嘉峪關、武威、臨洮等地博物館

館藏的長城工牌、磚瓦、木牛、木馬等文物。

珍貴書信訴說長城傳奇
此次展覽的亮點之一是多件珍貴簡牘書信
的展示。《建致中公夫人書》是一位名叫建
的官吏寫給中公及其夫人的私人書信，現存6
行。信中建感謝中公恩德，因與中公一家許
久不通音訊，後多方打聽才了解到中公的近
況，信中殷勤問候中公及其家人，並希望對
方注意保重身體，多來信。《萬致子恩書》
是萬寫給子恩的一封書信，帛書兩面書寫，
致信人名為「萬」，收信人是「子恩」。信
中表達了萬對子恩處境的擔憂，提到因反覆
言及之事未能及時辦理，而使子恩與敬君
「怒」，希望他們能平息怒氣。又提到子恩
「家室不調」，以及缺錢，自己意欲協調予
以幫助。《失亡傳信冊》由11枚簡組成，前5

枚為一冊，講述了中央為追查丟失的傳信文書而向全
國發出的一封通告，後六枚屬於敦煌太守府下發關於
使者巡縣的公文書。
除眾多精品文物之外，此次展覽還設置了多處多媒
體互動體驗區，讓觀眾在互動體驗中了解長城上下兩
千年、縱橫數萬里的豐富、厚重的文化，體會新的歷
史時期長城所蘊含的內涵和價值。

與蛇相遇觸發古人創作靈感
蛇大約出現於1.5億年以前，行跡遍布全
球，共有3,000餘種。牠們具有發達的嗅覺
系統和熱感知能力。蛇與人類的關係可以
追溯到上古時期，在先民生活的房屋內、
草叢中、河水中，總會與蛇相遇，因此蛇
也成為先民陶器紋飾創作的靈感。
在陝西的博物館裏，一些看似尋常的生
活用具因蛇元素的融入，而增添一份靈動
和神秘的氣息。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新
石器時代貼塑蛇紋罐」，罐高15.5厘米，
罐身兩側貼塑兩條蛇紋，兩蛇反向纏繞於
罐身，兩蛇頭露出罐口，相向對視。造型
簡樸，卻栩栩如生。蛇紋貼塑既讓陶罐增
加了實用性，又讓平凡的日
子增添了藝術觀賞性。
專家表示，仰韶文化時
期，紅陶貼塑蛇紋罐出土地西
安白鹿塬西麓，氣候溫暖濕
潤，林木茂盛，禽獸繁多。
遠古人見面時的問候語有「見
牠否？」如果平安，就說「此
無牠」，「牠」指的就是蛇，
這是史前先民因被毒蛇傷害而
發明的問候語。當時的先民之
所以在常用的罐上貼塑雙蛇紋，一方面說
明蛇是他們經常見到的動物，並且給他們
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使他們因失去親人而
刻骨銘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生態環
境的良好。

從蛇元素文物一窺古人煙火
隨着時間的推移，先民對蛇的敬畏與崇
拜日益增長，蛇的形象更多地出現在石
雕、陶罐、陶豆等器物上，甚至裝飾在日
常使用的炊具上。保存於陝西省考古研究
院的「蛇紋鬲」，為商代晚期炊器。這件
蛇紋鬲夾砂灰陶，通體飾細繩紋，口唇外
飾一周鋸齒狀附加堆紋，三足上部和鬲的
襠部各飾一道豎向波折形附加堆紋，也被
稱為「蛇紋」。
透過這件文物，數千年前先民們的生活
場景鮮活重現。眾人一起圍坐火堆旁，歡
聲笑語中使用包括蛇紋鬲在內的同類型炊

器在爐火上烹煮各類食物，裊裊炊煙間
享受着生活的安寧。如今，當人們春節
團聚圍坐享受一桌豐盛的年夜飯時，那
熱氣騰騰的菜餚背後，其實就隱藏着流
傳千年的華夏族的日常飲食習慣和新年
寄託。
有學者認為，古人用蛇的形象去裝飾器

物，或許是由於蛇作為文化符號具有重
生、子嗣興旺之意，使用這種裝飾體現了
古人對美好生活的樸素期盼與祝願。

瓠壺蛇紋展現古人對自然的敬畏
在與蛇長期相伴中，先民們逐漸發現了

蛇的美，於是不僅將其作為圖騰和信仰之
一，更賦予了多重文化意蘊。因而在中國

古代，不止炊器，在一些莊重的
禮器、水器和兵器上也都能見
到蛇元素。其中陝西寶雞青銅
器博物院的鎮館之寶「何尊」，
因鑄有最早「中國」的文字而
聞名。在這件珍貴器物的頸部
一周，就鑄有4條蛇紋。西周的

工匠將蛇紋鑄在如此重要的青銅
器上，既有對蛇的敬畏，也寄
託了對國家安定的祈願。
出土於陝西寶雞扶風縣，現

藏於陝西寶雞周原博物院的「西周早期青
銅器折斝」，在蓋口處有十分別致的雙頭
蛇形半環鈕，使得整件器物多了一份靈動
感。在它的蓋內有7字銘
文「折作父乙寶尊
彝」。「彝」是一個具
有濃重祭祀色彩的象形
文字，因此判斷折斝應
是為祭祀父乙而做的一件
禮器。這件禮器也因為蛇
元素的襯托，顯得更加
莊嚴。
隨着蛇不斷被神化，

西周時期蛇裝飾也更多
地出現在青銅禮器之上，或蛇身盤繞，或
蛇首高昂，或靈動而起，先民們希望以這
樣的方式達成與自然、神靈的溝通，得到
天地的庇佑。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戰國
鳥蓋瓠壺」，其壺蓋是一隻明顯的鳥形
蓋，蓋上的鳥尾與壺鋬用鏈環連接，每節
鏈環均飾有頭朝上、尾部捲成圓環形的蛇
紋，相互套合，腹部有多條蟠螭紋，瓠壺
上的蟠螭紋和蛇紋增添了器物的美感和神
秘感。
有學者表示，瓠壺可能是祭祀時使用的

禮器，設計靈感或許源於天文中的「瓠瓜
星」或「天雞星」，祭祀時盛放「玄
酒」。根據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專
著《爾雅》釋「無角曰螭龍」，象徵力量

和勇氣，而蛇紋則象徵着智慧與靈動。瓠
瓜融合皮囊設計，隱藏着古人對日常生活
的細節觀察，展現對自然、宇宙的敬畏，
是罕見的戰國時期藝術珍品。

蛇元素兵器彰顯力量與勇氣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在我國古代，蛇元
素亦常常被應用於兵器之上。蛇類在大自
然中是兇猛、神秘的野生動物，在古代，
人們相信蛇的敏捷、威猛，能夠幫助他們
取得戰鬥的勝利。並且，曲線形狀的蛇形
兵器，不僅能凸顯器物本身肅殺的特質，
往往也能在實戰中造成更大的殺傷力。
其中，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商代蛇首
匕」，通長36厘米，匕身扁長，柄端為蛇
頭的形象，蛇雙目呈小圓孔，舌可左右活
動，形象十分逼真。保存於陝西考古博物
館的「商代銅蛇首匕」，蛇首形柄首，援
上部近格處飾有三角形幾何紋。而出土於
陝西延川縣的「蛇首七星匕」，柄首呈蛇
頭形，口微張，兩凸目，柄體飾兩排菱形
孔，格上下面各飾渦紋。此外，寶雞青銅
器博物院館藏「西周人頭銎內鉞」，鉞刃
後部飾對稱的兩獸頭，還飾有明顯的蛇
紋，可以看到蛇昂首、屈體，在鉞的銎
上接一人頭，腦後的8個髮辮節都刻
畫得十分清楚。
在那個戰亂頻仍的時代，當士兵手
持這些兵器開始衝鋒，蛇的神秘能量
彷彿瞬間便增強了他們的力量與勇

氣，讓他們在戰場上無所畏懼，勇往直
前。而這些蛇元素兵器，也曾陪伴着
很多古代士兵度過生死攸關的時刻，
見證了他們的榮耀與夢想，更記錄和
儲存了寶貴的歷史信息，讓今天的人

們得以一窺數千年前的歷史風雲。

今年是農曆蛇年，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種之一，蛇因靈動和頑強的生命

力，被中國人賦予了智慧、力量與長壽的吉祥寓意。在陝西眾多文物中也隱藏

着豐富的蛇元素，它們或以獨特的造型呈現，或承載着深厚的文化內涵，向觀

眾訴說着一個個關於「蛇」的動人故事。這些文物不僅能讓觀眾窺見古人對蛇

的敬畏，也能感受到蛇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的綿延不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特約通訊員 卜丁 西安報道

中國傳統文化中，蛇的形象與龍難捨難
分，更有「蛇為小龍」的說法。在我國古代
的一些精美生活飾品、擺件、文房用具上，
同樣也能看到造型多樣的蛇元素。
保存於陝西咸陽博
物院的「蟠虺紋玉
環」，為春秋時
期的玉飾，該玉
環兩面都有蟠虺
紋，虺即小蛇，
數條小蛇相互交
叉，頭頸邊廓直線
折曲，環面紋飾繁密
緊湊，琢磨精細，頗
為精美。專家分析，
該玉環當時可能作為其他器物上的裝飾來使
用，正反兩面的14個凹槽正是在鑲嵌時設
計的卡槽，便於將玉環固定在器物上面。
珍藏於陝西寶雞鳳翔縣博物館的「春秋時
期雙螭雙蛇龍首金帶鈎」，其主體巧妙地塑

造了兩個獸頭龍體的怪獸，它們各咬住一條蛇身，
彰顯着對蛇力量的掌控與征服。鈎首伸出的獸頭和
鈎尾背側的長方橋形鈕，使得整個帶鈎造型生動、
形態逼真，裝飾繁複而精美，製作考究，堪稱春秋
金器中的罕見精品。
而陝西法門寺出土的「鎏金人物畫銀香寶子」，
是唐代專門用來盛放香料的容器。它們大小、形制
相同，但腹壁各鏨刻4幅不同的人物畫。在其中一
幅人物畫上，可看到一條大蛇口含寶珠贈男子的畫
面，講述的是《搜神記》中「隋侯得珠」的故事。
據悉，隋侯是先秦時期隋國國君，他發現一條巨蛇
受了傷，便命人為其敷藥療傷，使巨蛇恢復體力。
之後巨蛇在江中銜着珍珠，以報答隋侯的救命之
恩。這件文物不僅蘊含着知恩圖報的寓意，也具有
教化人們向善的意義。
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清代象牙雕龍紋方盒，呈
長方形二連式的獨特造型，除實用的儲物功能之
外，其精美的雕刻工藝同樣令人讚嘆。

除了以蛇本體形象存在的紋飾之外，陝西
文物中還有一些以「蛇+神獸」組合的形
象，古人認為不同神獸各自擁有獨特的神力
和象徵意義，似乎將它們組合在一起，可以
產生更大的能量。
珍藏於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灰陶玄武
硯」，為漢代文房用具，出土時硯內還似殘
留墨痕。據介紹，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象」，分別代表
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和春、夏、秋、
冬四個季節，也稱四神。其中玄武代表北方
和冬季，為龜和蛇的合體。專家表示，龜代
表穩健和長壽，蛇則象徵着神秘和靈動，二
者結合，寄託着人們對長壽和智慧的祈願。
這件龜形硯陶質堅密，造型拙樸，富於稚
趣，是漢代同類硯中的精品。
此外，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的「東漢四
神畫像石墓門」，還有保存於茂陵博物館的
「西漢玄武紋空心磚」，以及保存於陝西歷

史博物館的唐墓壁
畫「玄武圖」，都
是將蛇與神獸巧妙
結合而創造出的精
彩藝術形象，寓意
着穩定、長壽和力
量。

●上：敦煌市玉門關遺址；中左：瓜州縣南沙
窩4號烽火台，中右：玉門市北石河1號烽火
台；下：瓜州縣南沙窩長城4段。 甘肅傳真 ●嘉峪關關城 甘肅傳真

●《萬致子恩書》
漢代 甘肅傳真

蛇首生肖俑予人智慧守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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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玄武瓦當上刻
上蛇龜環繞圖案。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漢代灰陶玄武硯，蛇龜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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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物院唐十二生肖八卦銅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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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翔縣博物館藏有春
秋時期雙螭雙蛇龍首的
金帶鈎。

●眾多市民遊客選擇在博物館裏過大年。
圖為遊客參觀西安博物院。記者李陽波 攝

●茂陵博物館藏有西漢玄武紋空心磚上有蛇
龜盤繞。

●宋釉陶人首蛇身俑。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新石
器時代貼塑蛇紋陶罐。

▼西安博物院迎來春節參觀高峰。
記者李陽波 攝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
十二生肖俑，右一為蛇
首俑。 記者李陽波 攝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塞防千里固家國 漢簡中探秘長城印記

20252025年年22月月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5年2月2日（星期日）

2025年2月2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責任編輯：：寧寧寧寧 ●●版面設計版面設計：：奇拿奇拿文 匯 專 題A9 金蛇獻瑞

●西安博物院藏唐「都
管七國」人物銀盒上鏨
刻十二生肖蛇的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