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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一个特点，能屈能伸，善于发现机会，

并迅速出击。这和蛇的习性非常贴合。在 !"#$癸巳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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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冬去春来，慷慨激越的龙年已然走过，

平顺柔美的蛇年悄然到来。在龙去蛇来、辞旧迎新之

际，我们放飞着新年的梦想。

蛇年是平顺之年。蛇年在地支序列中，排位第六。

“六”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六六大顺”是中国人口头禅。

蛇的生物特性之一是顺溜灵活，无论是荆棘山林、沙滩断

崖，还是平原草地、溪河江海，都阻挡不了蛇的行进，随处

都是蛇的家园。

蛇年是力量之年。蛇号小龙，虽然它没有龙腾虎跃

的气势，但它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充满神奇的力量。

蛇体态柔软，富于变化，或伸或屈，或跃或飞，常常蛰

伏潜行，却能在攻克目标时瞬间发力，迅捷非常。

蛇年是生命之年。蛇是生命的象征，《诗经》中有

梦蛇为生女之兆，后世民间有梦蛇为宜子之祥。汉代帛

画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于日月之间，《山海经》

中人蛇相戏，台湾排湾人蛇形图腾柱前的仪式舞蹈，祈

求人类生命永续不息。蛇还有神奇的蜕皮功能，在岁月

轮回中，生命之躯蜕变新生。

蛇年是财富与幸运之年。蛇在民间信仰中是财富的

使者，民间故事中常有金银幻化为蛇的意象，它指引人

们找到深埋地下的宝藏。北方年节人们特别制作“蛇盘

兔”的面塑，祈求新年的吉祥，民谚：“蛇盘兔，必定

富”。蛇兆示未来生活的幸福吉祥。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

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

的对应与衔接中，寻找定位和方向。

生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样式，得到广泛的喜爱。生

肖文化渗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中国人的第二

张身份证明。由于生肖属相通常跟人们的生理年龄与精

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对于有关生肖的知识

与深度解释，有着天然的兴趣。

作为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生肖文化在当代世界理

应为人类所共享。我们还需要寻求更多的载体，以向世

界传递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平善意是中国的传统，也是

中国的现实取向。生肖文化是我们的，也是人类的。

蛇年是梦想之年，我们正在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梦想，对小康社会充满期待。灵活务实、持久坚韧

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科学的改

革与建设将是“中国梦”变成现实的根本保障。

生肖文化正能量
与蛇年的梦

萧 放

和平善意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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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巴黎。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劝雄黄；

你忍心将我诓，才将双星盟誓愿，你又随法

海入禅堂；

你忍心叫我断肠，平日恩情且不讲，不念我

腹中还有小儿郎？

你忍心见我命丧，可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

杀得云愁雾散、波翻浪滚、战鼓连云响，你袖手

旁观在山岗。

手摸胸膛想一想，你有何脸面来见妻房？”

这段诗一般的唱词，再配上抑扬顿挫的“西
皮碰板流水”唱腔，让白素贞把一腔愤怒与怨恨
全部喷洒在 《白蛇传》 的 《断桥》 这一折戏上，
深深地感染了台下的观众。
“%&'()*（再来一个）！%&'()*！”他们又跳脚

又拍手，使劲砸着墙壁。这让台上扮演白素贞的
杜近芳很紧张。她以为法国观众是因为不满意而
喝倒彩起哄———这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

后来有人告诉她这个单词的意思后，杜近芳
还有些将信将疑。直到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指着
喝完的汤盘对法国服务员说：“%&'()*。”服务员

果然又给她端来一盘汤的时候，她才确信自己的
演唱受到了欢迎。

那一年，+,岁的杜近芳随中国艺术团参加巴
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在法国和英国演出了田汉
新创作《白蛇传》中的《断桥》一折戏，所演之
处，观者如堵。

岁月的尘埃掩盖了中国蛇文化走向世界的成
功尝试。今天伴随中国国力的上升，我们的蛇文
化———象征游刃有余、张弛有度、灵活折曲的中国个
性———也在世界扩散开来，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

蛇行逶迤，曲折迂回，好似中
国人谈恋爱，不喜欢直来直去，更
热衷缠绵内敛

中国的蛇年就要来了。前几天，知名作家马
伯庸在微博吐槽：“那些绞尽脑汁撰写新春贺词
既要嵌进蛇字又要吉利喜庆的同志们，你们辛苦
了！蛇年，除了‘金蛇狂舞’以外一无是处，堪
称生肖寂寞之王者。”

中文里，带蛇字的成语确实是贬义的居多，
如虎头蛇尾、蛇蝎心肠、牛鬼蛇神……而在西方
基督教传统中，蛇诱惑夏娃吃了禁果，也不是正
面角色。好莱坞 -级制作中，充斥着《王蛇战巨
蟒》之类的无脑影片。

但是，在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化辐射圈中，
蛇的寓意很丰富，从“小龙”的称谓可以看出，
人们还是认为蛇是具有吉祥如意特征的。加之蛇
行逶迤，曲折迂回，好似中国人谈恋爱，不喜欢
直来直去，更热衷缠绵内敛。所以，我们才会有
白蛇传这样的爱情故事。

不只中国，白蛇传在日本也很流行。!"$.

年，日本上映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电影 《白蛇传》。
讲的是为取回落入凡尘的宝物，白蛇族的白娘化
身凡人来到人间，并与许仙相爱。而仙术修行者
“法界”却看出了白娘真身，要取其性命。斗法
中许仙丧生，伤心欲绝的白娘为让许仙复活，踏
上寻找“生命之花”的旅途。

有一个少年看了这部电影，立志从事动画电
影行业，几十年后改变了日本动画的历史，他就
是宫崎骏。

在日本人看来，白蛇是幸运的象征，代表好的
感情和财产。很多游客争相在山口县的白蛇神社购
买印有白蛇升空图案的钱包和护身符，不少人还以
高价求得蛇蜕放在钱包里，认为可以增加财运。

西方不少人热衷单向解读中国
文化，出现断背版的白蛇传不足为

奇

中国蛇文化在中华文化圈得到认可是自然
的，能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则不那
么容易。比如法国，早在杜近芳来此舞袖/01年

前，白蛇传的故事就已经传入这个国家了。
/.23年，该国汉学家儒莲（/4"4—/.42）翻

译了长篇小说 《白蛇精记》。“对于一个真正的
汉学家，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
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
俗小说。”他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
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
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英国汉学家戴维斯 （/4"$—/."1） 很赞同儒
莲的观点。“我以为在处理那些只能被少数人理
解鉴赏的高深学问之前，更重要的是，先着手翻
译历史、宗教、道德、习俗、文学等方面的著
作。因为这几方面的著作更具通俗性、更能让人
理解中国。”

但是能平心静气理解中国蛇文化的西方人还
是少数，曲解比比皆是，多媒体话剧 《蛇诗慢》
就是一例。

青蛇爱慕着白蛇，法海暗恋着许仙，因为爱
和嫉妒，他们努力拆散着白蛇和许仙的爱情。在
意大利导演杰寇默·拉维尔后现代手法的演绎下，
这几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竟然都有了同性恋的倾
向。杰寇默说，这个故事最打动他的东西是“那
些跨越一切形态的爱情”。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位西方导演的想法无疑
荒诞无稽、可笑之极。但是，西方大多数人士由于对
中国文化持有顽固的偏见和傲慢，使得他们不愿下
工夫去学习和领会，热衷单向的解读，出现断背版
的白蛇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中国蛇文化要走
向世界，不能靠外国人来帮忙，最终要靠我们自己。
这一点，老一代法国海归周恩来就很明白。

中国蛇文化能真正走向世界，
根本还是要归功于我们中国人的勤
勉和努力

为了适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周总理请田汉
写了《白蛇传》的海外版。

海外版与国内版的重要区别是把婚后两人的
甜甜蜜蜜改到婚前表演，把一些外国人不一定能
够理解的苦戏删掉了，并按照外国人能够看得懂
的思路调整了戏中的部分细节，比如添了白娘子
在彩云上行走，又比如把许仙听了法海的话给白
娘子喝酒，改为老百姓为了感谢白娘子向她敬
酒，白娘子不听许仙的劝告喝了酒出了事等等。

曾有法国观众对杜近芳说，中国男女之间的
爱情拥有那么美好的精神境界，《白蛇传》 的爱
情故事那么细腻感人，而欧洲的很多人，只是出
于生理需要，还不了解对方就“亲密无间”了，
缺少中国爱情的韵味和深度。

除了白蛇传，民乐金蛇狂舞、蛇舞、蛇拳等
以蛇为蓝本的艺术形式同样在世界大受欢迎。其
实，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屈能伸，善于发
现机会，并能迅速出击，这和蛇的习性非常贴
合。也许中国蛇文化能真正走向世界，根本还是
要归功于我们中国人的勤勉和努力吧。

哪些国家也过春节？
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多个国家有过春节的习俗，主要

是一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韩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尼等。这些国家都把春节列为了法定假日。

在越南，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国家法定休息时
间最长的一个节日。越南的过节习俗与中国大同小异，腊
月二十三开始过年，腊月三十除夕守岁，放鞭炮，吃团圆
饭。大年初一拜年、赶庙会。新加坡春节一般放假两天。
节日期间，人们相互拜年，拜年不提贵重礼品，只带两个
桔子，进门送给主人，桔与“吉”谐音，象征大吉大利。

在欧美一些国家，也常有庆祝春节的活动，但多只局限
在华人范围内。随着华人影响力增强，春节也日益得到重
视。

哪些国家也有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在中国汉代就已经见于文献记载了。后来，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十二生肖也和中国传统历法
一道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当中。

现在，一些国家如东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东南亚的越
南、老挝等国家的传统历法，都有类似的十二生肖，朝鲜、韩
国、日本和老挝的生肖动物和中国一样。不过有些国家也有略
微的差别，比如中国十二生肖有兔无猫，而越南的则有猫无
兔。另外，像新加坡等国家因为华人较多也有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只是一种方便记忆的纪年符号系统。历史上除
了受中国影响的东亚文化圈之外，诸如古巴比伦、古埃及、
古希腊、玛雅等古老文化，都有过与十二生肖类似的动物纪
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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