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博物院展厅中，一件汉

代伏羲女娲画像砖静静陈列在展柜

中。在这件文物中，伏羲和女娲人

首蛇身，身上还长有羽毛。将目光

再转到四川乃至全国的博物馆中，

能够发现国人很熟悉的人类始祖

——伏羲、女娲，大多以人首蛇身的

形象出现在文物中。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大荒西

经》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

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而在四川出

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人首蛇身的

伏羲女娲形象。譬如，在宜宾市博

物院里就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东汉斑竹林画像石棺。在石棺的后

档部分，刻有伏羲女娲的形象。他

们人首蛇身，蛇尾交缠的同时，手中

托举着太阳和月亮。

“其实在《山海经》中，还有多个

上古神灵以人首蛇身之形出现。”胡

蔚说，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先民们

对于蛇的崇拜，也生动地展现了蛇

在神话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同时，

古籍中的许多神灵都是蛇身、蛇首

或操蛇、珥蛇、践蛇等形象。“这些往

往与神巫紧密相连，蛇被视作巫师

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拥有超自然的

神秘力量。”

而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东汉陶辟

邪俑，其肩披兽袍，左手执蛇，右手

扶长舌，腰际佩小刀。据悉，辟邪俑

又称为“方相氏”“镇墓俑”“镇墓

神”，在四川地区出土甚多。

而此类执蛇形象的辟邪俑，在

川内不少博物馆中也有收藏。譬

如，成都市青白江区博物馆馆藏的

一件汉代操蛇俑，造型夸张，头顶有

角，面目狰狞，嘴露獠牙，左手握蛇，

呈站立状。“这类陶俑，主要的作用

就是镇墓、辟邪。”胡蔚说。而这样

奇特造型的镇墓俑，在巴蜀地区出

土较多，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巴蜀

先民对蛇的崇拜。

在胡蔚看来，在中华数千年的

文明脉络中，对于蛇的崇拜从古至

今未曾中断。自古以来，蛇因会蜕

皮、多产多生等习性，被中国人赋予

再生、子孙兴旺、长寿的吉祥寓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的形象也与

龙难舍难分，更有“蛇为小龙”的说

法。“直至今日，巴蜀有的地方还有

‘护蛇，不打蛇’的传统，蛇进家门反

而被视为一种好运的象征。这些，

都是蛇崇拜的文化延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各大博物馆

操蛇俑 成都市青白江区博物馆藏

东汉斑竹林画像石棺。
宜宾市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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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首蛇身俑。四川博物院藏

蛇年新春到，万家
灯火共团圆。这是人
们迎来的首个“非遗
版”春节，也迎来了十
二生肖中的“蛇”。

三星堆遗址出土
的青铜蛇，造型灵动，
蛇身向上弯曲，其上有
羽翅；金沙遗址出土的
蛇纹金箔，中间一蛇呈

“回”字形盘状；来自四
川博物院馆藏的东汉
陶辟邪俑，肩披兽袍，
左手执蛇，右手扶长
舌，腰际佩小刀……放
眼巴蜀大地上的博物
馆，与蛇相关的文物数
不胜数。

在人类与自然的
互动中，蛇一直是令人
畏惧的动物。在漫长
的岁月更迭中，古代先
民是如何生出关于蛇
的崇拜、信仰的？博物
馆中凝结了历史的文
物，又如何呈现着古人
与蛇的有趣互动？乙
巳蛇年，快来开启一场

“寻蛇记”，在文物中探
寻蛇文化的奥秘。

古蜀文明瑰宝中的

石蛇、青铜蛇，是古蜀先

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杰

作；战国的带盖蟠虺纹铜

缶，主要形态特征为小蛇

蟠绕的蟠虺纹；还有刻画

有伏羲女娲图的汉代画

像砖，伏羲和女娲呈人首

蛇身形象；后蜀时期的双

人首蛇身俑，形象神秘又

生动……漫步在四川各

地的博物馆，从出土的文

物中可以看到，巴蜀地区

的灵蛇崇拜由来已久，且

很早就与古蜀先民产生了

联系。正因于此，在三星

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

中，都能看到蛇的影踪。

“自古以来，在巴蜀

地区就有灵蛇崇拜的传

统。”四川博物院典藏部

研究员胡蔚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说。在她看来，巴蜀地

区的灵蛇崇拜由来已久，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

先是因为蛇很早就出现

在巴蜀先民的生活中，是

他们平时常见的动物。

“巴蜀地区自古农业

发 达 ，特 别 是 水 稻 种

植。”考古资料显示，早

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

就开始较为普遍地栽种

水稻了，至少有七八千年

的历史。近年来，考古工

作者在宝墩遗址发现了

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等

植物遗存及稻田遗迹。

蜀地普遍气候温暖湿润，

这些都为蛇提供了理想

的栖息环境。“为什么要

崇拜蛇？首先是因其在

生活中较为常见，被当时

的蜀地先民观察到。”胡

蔚强调。

另外，蛇的形象和习
性，与自然现象产生的联
系，也容易让人产生敬畏
与崇拜的心理。“可以说，
人们畏惧蛇的致命毒性
和攻击性。人们对产生
威胁的动物，其实是很敬
畏的。”胡蔚提到，譬如巴
地先民崇拜老虎，也以蛇
为图腾。《说文解字·巴
部》载：“巴，虫也，或曰食

象蛇，象形。”这些动物在

先民的眼中既可怕，又被

认为其具有某种威力。

同时，在古代先民对

蛇这一生物的观察中，他

们还发现了蛇具有生殖

力强、能够蜕皮重生的特

点。“古人具有生殖崇拜，

所以蛇身上也衍生出、引

申出‘子孙兴旺’‘永生不

朽’的寓意。”胡蔚解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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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林身份证512922196603
156431（有效期限2010.10.27
-2030.10.27)于 2025 年 2 月 5
日不慎遗失，即日起非本人使用
该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电子版
造成的一切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徐未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92219860207030X，有效期
2017.12.18-2037.12.18，声 明
作废。

■平昌县荔枝卫生院职工王强，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
号：2000514415130287708112
07）遗失作废。
■张义保（身份证证号4206831
97005015839）遗失伤残军人证
（流水号 NO.00481703，编号川
A060367），声明作废。
■四川皖美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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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5101245294531）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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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睿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 编 码 ：
5107980013955)，声明作废。
■成都江河永勤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854368
5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仁寿县文宫镇尹氏建材经营
部发票专用章（编号：51142100
54854）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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