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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人物“花木兰”，
首次以3D超写实数字人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这一数字人由中共大同市委宣传
部和中华书局联合发布，双方将携手探索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据介绍，“花木兰 3D 超写实数字人”
项目基于古籍大数据知识挖掘和文献整理
设计，借助现代科技创新表达，是保护和传
承文化遗产的有益实践，也是深化文旅融
合的创新之举。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以“花木兰”
数字人为核心，将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动，为
广大读者和市民群众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搭建桥梁。 （据新华社）

科幻小说《星际第一造梦师》讲述了穿越至星际时代的造
梦师洛昭借助来自华夏文明的想象力和感召力，带领朋友们
成长并保卫和平的故事。

日前在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辽宁省作家协会
等主办的《星际第一造梦师》作品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该作
品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凸显了文化自信主题。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表示，该小说以
未来时代为背景，以文化传承为内核，展示了文明互鉴的成
果。传统文化与科幻元素相结合，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也能不断推动网络文学出圈出彩，产生更强的
吸引力。

据介绍，该小说曾入选中国作协 2023年网络文学重点作
品扶持项目，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单。

（据新华社）

《星 际 第 一 造 梦 师》
讲 述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的 故 事

近日，从 2024年度湖南考古汇报会获悉，位于湖南常德
市澧县城头山镇的李家岗遗址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时期“古稻
田”遗迹，将长江中游早期稻田的出现提早了近 2000年，为长
江中下游稻作农业起源及早期稻作栽培行为提供了全新考古
实证。

李家岗遗址坐落于澧阳平原腹地中一块高出周边约 1
米的低矮丘岗之上，于 1984 年发现，此后进行过小规模勘
探，确认为一处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2023年至 2024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李家岗遗
址较完整保留有环壕、居址、墓葬、古稻田及古水系等文化与
生态景观的聚落要素，立体呈现了长江中游典型的早期稻作
农业远古村落样态，填补了彭头山文化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
研究的空白。

2024年考古挖掘工作揭露了多种类型早期生活生产遗
迹，包括北部壕沟一条、古稻田两处，另外清理有较多房址、火
塘、灰坑、灰沟、墓葬等。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为陶器和石
器，包括双耳罐、釜、钵、盆、盘、支座等典型彭头山文化器物，
石器以黑色小型石片石器等打制石器为主。

初步探明的两处古稻田位于南、北壕沟附近，北部古稻田
揭露面积较大，在北壕沟内、外两侧均有分布，堆积主要为深
褐色黏土。田野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在剖面及平面系统采
集土样进行水稻植硅体浓度的检测分析，结果显示两处稻田
地层中多数含量超过 5000粒每克，部分达到 1万粒每克以上，
提供了植物考古的证据。

李家岗遗址还揭示出两组相对独立的房屋建筑区，是彭
头山文化中房址分布最具特点、室内结构最清晰、活动面最完
整的遗址，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居址空间规则行为及所反映的
家户结构，更新了对彭头山文化聚落与社会的认识。

（据中国新闻网）

湖南李家岗遗址发现
彭头山文化时期“古稻田”遗迹

我国首个“花木兰 3D
超写实数字人”发布

1 月 19 日，南京大学民族乐团在音乐
会上演出节目《东方之珠》。

当日，南京大学民族乐团在香港理工大
学举办“丝竹雅韵 喜迎新春”音乐会。南京
大学香港校友代表、香港理工大学师生、等
约1000人出席音乐会。 新华社发

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法国邮政集团 1月 18日在首都巴
黎举行中国农历蛇年生肖纪念邮票发行仪式。

蛇年生肖纪念邮票共两款，由法国华人艺术家陈江洪设
计。其中，一款邮资 1.39欧元，票面是一条橘红色的蛇在绿色
背景上蜿蜒前行；另一款邮资 2.1欧元，票面是橘红色背景衬
托的一条昂首向上的青蛇。两款邮票票面上均用中文和法文
书写着“蛇年”字样。

陈江洪介绍，本次蛇年邮票沿用工笔加写意的国画技法，
希望表现蛇的“挺拔、游刃有余、刚柔并济”。颜色上继续使用
对比鲜明的配色来体现节日的喜庆氛围，在此基础上创新采
用“荧光橘色”，以提升整体亮度。

中国驻法国大使邓励当天在邮票发行仪式上表示，发行
生肖邮票本身就是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蛇年所代
表的智慧与坚韧能够陪伴人们克服难关，也希望通过像发行
生肖邮票这样的具体行动让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
让两国民众更加深入地相互了解。

今年是法国邮政集团连续第 21年以发行生肖邮票的方
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法国邮政集团欧洲与国际关系部门负
责人让-保罗·福塞维尔在现场告诉记者，发行生肖邮票的初
衷是促进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之间的对话。“我想很多人都知
道生肖，但并未真正了解它们的含义，也许这些邮票能让他们
产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当日还发售了蛇年纪念首日封、明信片等邮品，吸引了法
国众多集邮爱好者。

（据新华社）

法 国 发 行 蛇 年 生 肖 邮 票

2025乙巳蛇年春节是“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正在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的“过年——
春节主题展”上一派热闹欢腾的景象。

敲年鼓、印春贴、猜灯谜、舞龙
狮……2600平方米的展厅中，从冬至、
腊八、小年，到除夕、春节，再至元宵节
的各种年俗活动环环相扣、轮番上演，
串联起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余项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融入不
同地区的特色习俗、还原百姓的生活
场景。无论来自哪里的观众，都能在
此感受到家乡的浓浓年味。

忙年纳新福

“我喜欢这个九瓣梅花的！”——展
厅中的两幅“九九消寒图”因浪漫雅趣
引得观众连连赞叹。双钩描红的“亭前
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的繁体字，刚
好每个都是九画，共九九八十一笔。

展厅里，全国各地的年俗活动异
彩纷呈：有冬至时节庄严的“三门祭
冬”，也有查干湖的冬季捕鱼；有锡伯
族的“喜利妈妈”结绳绳索，也有腊月
迎新的京西太平鼓，还有各地不尽相
同的“说春劝耕”仪式。

行花街，是广府地区春节期间的
年例活动，其最大的特色便是“行”。
人们徜徉在汇聚花卉、灯饰、楹联、美
食的街上，盼着沾点花香瑞气，来年风
调雨顺、幸福平安。展厅内，装点着丰
富年货的花街上，除了有银柳、蝴蝶
兰、富贵竹，因“桔”与“吉”谐音，必少

不了广府人家家户户都有的桔盆，年
桔树上挂着的“利是”封，寓意着来年
如意吉祥。观众可以驻足停留，将现
场制作的剪纸和春联带回家，带回满
满的喜庆与祝福。

家和万事兴

春节，家人的欢聚是重头戏。除
夕夜是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阖家团
圆，共叙亲情，守岁祈福。

门楣上贴着崭新的“过门笺”，两
侧悬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踏进迎接游
子归来的院门，观众不仅能看到追思
祖辈、不忘祖德的家规家训，还有欢聚
一堂、融汇亲情的年夜饭桌。

高密扑灰年画起源于明朝，距今
已有 600年的历史。因用木条烧灰起
线稿，再用画纸在其上扑抹“复印”而
得名，成画要经过粉脸、敷彩、描金、涂
明油等 20多道工序。

“我们村里就是这个习俗”，来自
高密的孙先生带着孩子来参观，他兴
奋地说，在老家，除夕当天下午两点一
过，家人们就要开始摆供，请出家堂画
挂好。一般要挂到大年初三早晨才摘
下，卷起放在供桌上，直到过了正月十
五才收起保存。

年夜饭是人们新春欢聚的“主
场”。精心布置的团圆桌上，展示着来
自全国各地的吉祥菜肴，大人们一边
指着一边议论，孩子们则被旁边供桌
上摆放的糖瓜和花馍所吸引。除了寿
桃、元宝、福袋、宝葫芦等样式，特别制
作的“蛇宝宝”花馍也俏皮可爱。每逢
佳节，北方地区的人家便要制作花馍，

寓意“蒸蒸日上”，除了供奉、食用，也
是馈赠亲朋的好礼。

祭祖先、走亲戚、贺新年、送福
礼——喜庆红火的热闹场面，勾画出
万象更新的生活图景；千家万户的温
馨团圆，陶冶着向善修睦的佳风良俗。

灯火耀新春

龙舞狮跃，游园赏灯，各地精选
的花灯亮起，将展厅映照得灯火通明。

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林顺奎制作的乐清首饰龙占据了展厅
的“C位”。这个龙船形花灯由四层楼
阁组成，龙身有数十个精巧的亭台，集
木工、油彩、刻纸等多种工艺于一体。
人们摇动手柄，首饰龙不仅会随之摇
头摆尾，龙身上近 300 个绸塑人物还
能活灵活现地演绎出《西游记》《白蛇
传》等传统故事。每年元宵节前后，乐
清各地都会举行盛大的首饰龙巡演，
祈盼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村春晚的舞台上人们载歌载舞，
沉浸式烟火演示让人流连忘返。山西
怀仁旺火以“熊熊燃烧”的火苗预示来
年旺气冲天；湖北荆州的“五虾闹鲇”灯
舞，有万物共荣、普天同庆之意。在互
动体验区，观众还可以参与手作灯彩、
猜灯谜，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2 日。
其间还将组织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进京展示展演，同时开展“传
统历法与春节”展览、春节文化论坛、

“春节有好市 非遗馆里过大年”以及
“张灯结彩过蛇年 灯彩点亮非遗馆”
等多项活动。 （据《光明日报》）

乐岁弦歌起 非遗年味浓

1 月 18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十一届“我想
象中的中国”儿童绘画比赛活动上学习制作春节装饰品。

中国农历蛇年春节将至，以春节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和文
化体验活动在多国举行。

新华社发

不少研究者指出，蛇是著名的神
兽——龙的主要原型，故人们常称蛇
为“小龙”。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蛇腾云驾雾，上天成龙；龙兴云布雨，
落地为蛇，龙是蛇，蛇也是龙，龙蛇本
是“一家亲”。

传说中，女娲、伏羲、轩辕黄帝
均是“人首蛇身”

学者指出，在上古创世神话传说中

有很多关于人们尊蛇为始祖神，或信仰
蛇神的故事。神话传说中的很多神仙人
物都与蛇相关，或自身是人蛇形象，或坐
骑是蛇，或部下为蛇等。从开天辟地的
盘古到人类始祖女娲、伏羲、轩辕黄帝等
均是“人首蛇身”形象；尧母庆都与赤蛇
合婚生尧；夏为龙族，夏后氏蛇身人
首……《楚辞·天问》载“女娲有体，孰制
匠之？”王逸注为“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
十化”。《拾遗记》又载“蛇身之神，即
羲皇也”。

《山海经》中有关蛇的记载就更多
了，其中所描述蛇的种类之多及其所分
布的地理环境之广，足以看出人们当时
对蛇的格外关注。

在《诗经》中，蛇还是生女的吉梦，
所谓：“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梦
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
当时的史官认为，黄蛇地位显赫。

秦末刘邦曾“斩白蛇起义”，白蛇

被指为“白帝子”。
魏晋志怪小说《拾遗记》记载，三

国时东吴丞相张昭的祖母曾乘轻舟游
于江上，忽有长蛇腾入舟中。卜人告
之，此吉祥也，子孙当贵，后其孙张昭
位至丞相。

所以，在古代，蛇的出现往往被视
为吉兆，其形象也常被制作在瓦当、印
纽、铜镜等器物之上。

在传统文化中，蛇常被赋予
义勇、坚贞等形象

蛇在传统文化中，也常被人赋予义
勇、坚贞等形象。如明清时江南人奉祀
的水神“蛇王施相公”，相传是宋代一位
姓施的诸生在山间拾到一枚蛇卵，孵出
蛇后为其护身。后来施被冤杀，此蛇为
他讨回公道，朝廷封施相公为“护国镇
海侯”，成为护佑江南一带的水神。

《白蛇传》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神
话传说，记载了灵蛇白娘子与书生许仙

之间凄美动人、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
蛇在民间还是财富的象征，一些地

方称其为“富贵”或“钱串子，金串子”。
在民间有“蛇盘兔，一定富”的俗语。这
一意象也常出现在民间艺术的剪纸、刺
绣之中。

此外，蛇也是有“争议”的存在，它
是民间所谓“五毒”（蛇、蜈蚣、蝎子、壁
虎、蟾蜍）之一，这似乎让蛇的形象多
了一分“危险的魅力”。然而，民间智
慧是懂得“以毒攻毒”的——“五毒”常
用来装饰孩子的服饰以取“以毒攻毒”
之意，通过给孩子穿、戴绣有五毒虫纹
样的服饰品来祈求孩子远离邪恶、病痛
的侵扰，平安健康，茁壮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蛇对我国古代军事
战术也有启发。《孙子兵法》中的“一字长
蛇阵”，正是从蛇首尾协同反应中获得教
益，所谓“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
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
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蛇”常出没在何处
——从文物看古代日常生活中的“蛇”文化

东汉崖墓石棺伏羲女娲
画像拓片。 新华社发

蛇形铜带钩（战国时期），一级文物，
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 新华社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是灵动、智
慧、生命力的象征，是古人关注的对象
之一，产生了涉及民俗、宗教、文学、艺
术等诸多领域的文献、文物、遗址遗
迹。在近日开幕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蛇年生肖文物展上，115 件（套）与

“蛇”及春节传统习俗相关的馆藏文物
展现了古人与蛇的有趣互动。

《说文解字·巴部》载：“巴，虫也，

或曰食象蛇，象形。”历史上，巴人由多
支族群构成，在与动物的关系中，以蛇
和白虎最有代表性，如《山海经》中出
现的“巴蛇食象”等。“在古代巴人用的
器物中，蛇形象一部分出现在带钩上。
这也体现了巴人对蛇的崇拜。”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杜芝明说。带
钩，就是古人所系腰带的挂钩。杜芝明
介绍，目前墓葬出土的巴人带钩中，很
多都是蛇形带钩，可以反映巴人对蛇的
崇拜。此外，蛇纹是土家族“西兰卡
普”被盖的主要纹饰之一，也反映了巴
人崇拜蛇的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蟠虺纹经常出
现在铜缶等器皿上。虺是古书上的一
种毒蛇。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
构成几何图形，其特点是繁缛细密，风
格华丽神秘。

古人不仅将蛇纹放在配饰、器皿

上，也创造出了全新的蛇的形象，人首
蛇身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首蛇身形象
在史前的陶器纹饰中已出现，商周时期
人首蛇身图像更加明确。而后，汉代大
量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

“人首蛇身伏羲女娲形象，既是人蛇强
大力量合一的象征，也是生殖崇拜的反
映。表现出人们对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的美好祈愿。”杜芝明说。

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蛇一直
是让人畏惧的动物。而在中国，“蛇”
却慢慢变成了守护神的组成部分之
一。“四灵”系统中龟蛇合一构成的玄
武，就是北方的守护神。为什么是龟
和蛇的组合呢？杜芝明介绍说，目前
有一种解释是，龟和蛇是两个部落的
图腾，部落融合后，就变成了龟蛇合一
的图腾。

“龟蛇合一的形象，被视为长寿、
稳定和智慧的象征。”杜芝明说。

（据《广州日报》、新华网）

兴云布雨 落地为蛇
——蛇是著名神兽“龙”的主要原型

“双春青蛇”吉祥可爱
乙巳蛇年是一个“双春青蛇年”，也就是

有两个立春节气的“青蛇年”。立春是二十四
节气的第一个，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一般来说，每
年只有一个立春节气，但是蛇年却有两个“立春”。

乙巳蛇年的正月初一是 2025 年 1 月 29 日，除夕
则是 2026 年 2 月 16 日，于是正月初六（2025 年 2 月
3 日）和年尾的 2026 年 2 月 4 日，都是立春节气，

所以就成了一个“双春年”。
而 在 中 国 传 统 历 法 体 系 中 ，天 干 对

应 五 行 ，乙 属 木 ，对 应 青 色 ，
加 上 地 支 对 应 的 蛇 ，所 以
乙巳蛇年就是“双春青
蛇年”。

为何有“双春”？
又为何是“青蛇”？

乙巳蛇年即将到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有着独特的文化寓意，
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图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