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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2025 乙巳蛇年款款而来，一本介绍有关蛇类的博

物艺术作品——《生肖日历：2025 金蛇献瑞》进入公众

视野。蛇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六，正好居中。它紧随

龙之后，被称为“小龙”，也被赋予了种种神秘的色彩。

该书以日历的呈现方式，通过精美的画作及其简朴的

文字介绍，带领读者领略蛇的博物史，并揭示出蛇作为

一个文化符号，在人类历史及世界主要文化体中的特

殊地位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全书紧扣蛇这一物象，首先从博物学的角度，谈了

生物学意义上的蛇。以往一谈起蛇，不少人既憎恨、又

恐惧。然而，本书的讲解，却改变了我们对蛇的固有认

知。从书中的科普得知，蛇属于爬行纲有鳞目，在距今

1.5 亿年左右的白垩纪便有出现，差不多和恐龙是同

期。蛇体型细长，没有四肢，但却灵巧无比，可迅速游

动、穿缝、攀高、入洞。山沟、草丛、河湖、田畔，随处可

见它们的踪迹。蛇的种类很多，遍布全世界，有的有

毒，有的无毒，身着华丽外衣的蛇，其毒液往往也最致

命。从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层面而言，蛇作为生态链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理应得到人们的合理保护。如果人

类无节制地捕猎野外的蛇，蛇类就会急剧减少，导致农

林生产的鼠害越来越猖獗。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生态

知识介绍，让公众对蛇的种类、分布、习性等方面，都有

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其次，全书穿越古今中外，于纵横对比中，解析了

蛇在不同国家的深邃文化寓意，真正让看似冰冷的蛇，

走出人们认知上的灰色地带，从而在意蕴厚朴的人文

风景中变得鲜活灵动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是

上古时代重要的氏族图腾，又因与龙图腾融合在一起，

因而具有神圣的文化意涵。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以

蛇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角、

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成的。在古籍和民间传说中，

被认为华夏远祖的伏羲与女娲，被描述为“人首蛇

身”。民俗民风中有游蛇灯、举办蛇王节、祭祀蛇神等

娱乐活动，文学作品中更有知恩图报的灵蛇、可爱的蛇

女以及以蛇为题的诗篇。至于西方文化中，蛇却有着

多重象征意味。一方面，它是邪恶与恐惧的代名词，如

《农夫与蛇》的演绎，入木三分地诠释了蛇的冷血与无

情。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不朽和永生，在西方画家们

笔下，蛇常被描绘成头咬尾的圆圈，象征着周而复始、

永生不死。而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蛇又是医神阿斯

克勒庇俄斯的圣物，象征着医术和神圣不可侵犯。这

种迥异的艺术表达，既让我们体察到中西方文化的差

异，也让我们洞悉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蛇形象。

一张张精彩的画作与文物，连通着古今，将蛇的历

史及其文化，展现得格外引人入胜。战国文物玉缕空

龙蛇纹佩，用精美的玉石雕琢出龙与蛇的唇齿相依，彰

显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法国画家亨利·卢梭

的《耍蛇人》，用明暗相间的色调、写意的画笔，勾勒了

一幅蛇与人、蛇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印度古

画《蛇与公主》，用质朴的绘画语言，讲述了蛇与人类交

往的故事，阐明了善待生灵的重要性；英国画家伊芙

琳·德·摩根的《墨丘利与双蛇杖》，则用隐晦的笔法，用

双蛇的相向而行阐释了和平与止战的意蕴……这些散

发着历史光泽的画与物，就像一张张名片，带领我们穿

越时空，探索全球各地的蛇文化和蛇的博物学知识。

从古代神话到现代科学，从神秘的仪式到日常生活，有

关蛇的话题，总是那么常说常新。

趣品蛇文化
□ 钟芳

书香政协书香政协
渝渝··悦读悦读

二月里，乍暖还寒，但春天已悄然来临。此时，如酥小

雨滋润着大地，青悠悠的麦苗似有若无，一只春燕飞过，路

旁的桃李正含苞，沟渠边的酢浆草刚苏醒。

节庆的鞭炮声犹在耳边，孩子们拿着留有余温的压岁

钱去集镇上买糖果，而勤劳的父母们已经下地。疏通田梗

边的沟渠，拔去麦地里的野草。我随第一拨城里人去追寻

春天的讯息。这次去的地方开着许多民宿，而我的朋友是

其中一家民宿的老板。只因一次偶然的乡下追春之旅，她

成了一个“新乡下人”。

起初，她要辞职回乡开民宿的打算并没有得到家里人

支持。村子当时的环境，一条绕村而过的臭水沟，许多撂

荒的土地，缺少年轻人的村子没有生机。但领着大家参观

的村支书却很有信心，他指着墙上的规划蓝图，描绘着村

子的未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加快，随着农旅融合的推

进，臭水沟将变成清澈的小溪，撂荒地将在春天缀满金灿

灿的油菜花，在夏秋以滚滚稻浪引来城里人追捧。不仅如

此，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积极引导，这儿还将进

一步打造特色农产品，带动艺术文创、农业科研、特色餐饮

项目以及酒店民宿逐步落地，最终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近郊

“打卡”地，从而带动当地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整体快

速发展。

短短几年时间，这儿的网红“打卡”地早已传遍四方，

无数的年轻人回到乡下，和许多像我朋友这样的“新乡下

人”一道，让昔日偏僻的乡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无数

前来追春的人，漫步在溪水潺潺、环境优美的村头，徜徉在

现代科技赋能下的五色花海，那份自在与惬意，真实地写

在了每个人的脸上，装进了所有游人的心里。

鸟叫、蜂鸣、溪水声交织成早春的交响曲，而满山的桃

花正含苞待放。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座荒山，

有感于家乡的变化，几个年轻人回乡创业。他们开山、蓄

水、肥土、嫁接，把荒山栽满极具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的

新品种桃树，第二年结出的桃子广受欢迎。许多人闻讯而

来，追寻含苞中的桃花，期待结出甜美的果实，曾经的荒山

成就了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也满足了无数追春人的心愿。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百年来，人们

追春赏景，既是习惯也是期盼，而当下，人们赏景追春，追

寻的是内心实实在在的安稳与幸福感。无数的奋斗者，造

就了时代的春天，也圆了无数追春人的心梦。

一年之计
□ 兰子龙

当风从立春的节气时令中吹来

就算强硬如冰

也被软化成涓涓细流

立春的风叩开春天的门

似天神一般的匠工

给大地披上一层绿色的植被

如果说这就是春，还不够

还得需要一场花事

用于表明这个季节的态度

更需要一场春雨，润泽万物

从冬眠的睡梦中苏醒

开启一年之计

“大丰大足，喜乐安宁！”大足石刻登上 2025 蛇年央视

春晚了。

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着丰盛的

年夜饭。零点钟声快敲响时，我们出去放鞭炮、烟花，

整个村庄瞬间沸腾起来。在屋里看春晚的父亲忽然大

声喊道：“你们快来看，大足石刻上春晚了。”我们赶忙

走进屋里。随着零点钟声敲响，数百个写着“巳巳如

意，生生不息”字样的孔明灯从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升

起，场面十分震撼。千厮门大桥上，75 名大足鲤鱼灯舞

演员欢乐起舞。央视春晚主持人用地道的重庆话在世

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大丰大

足，喜乐安宁！”

看着春晚，我的心中涌起自豪感。大足石刻是世界文

化遗产的瑰宝，也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央视

春晚通过精美的画面和深情的解说，将这一文化瑰宝呈现

在全国观众的眼前。随着春晚的镜头缓缓推进，一尊尊佛

像，或慈眉善目，或威严庄重，它们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

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那段遥远的历史。每一刀每一

凿，都凝聚着古代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它们用石头的语

言，记录着信仰与艺术的交融。

春晚是一场文化的盛宴，而大足石刻则是这场盛宴中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巳巳如意，生生不息；风生水起，一

路长安；年年安逸，岁岁重庆；红红火火，生活幸福。”在一

片红色的孔明灯“海洋”中，老人、小孩、青年们祈愿大丰

大足，喜乐安宁。崖壁上的石刻雕像，在红色孔明灯的映

衬下，仿佛重回唐宋盛景，宝顶山的千手观音披上金色华

光，华严三圣在灯影中肃穆而立，牧牛图的田园诗意随光

影流转。

大足石刻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石窟艺

术史上的丰碑，一直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

化内涵，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大足石刻始建于初

唐，历经唐末、五代，盛极两宋，余波延至明清，是我国晚

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

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

存完好而著称于世。春晚中的大足石刻，不仅展示了其艺

术的魅力，更传递了一种文化的力量。

初一那天，父亲早早地起床，拉着全家人去宝顶山看

大足石刻。宝顶山游客很多，热闹非凡。架香会朝山礼佛

的队伍中，不乏手执鱼灯的香客，庙会活动中，悬挂鱼灯

“耍鲤鱼”是不可或缺的项目。还有极具大足石刻文化代

表的千手观音舞蹈、川渝经典戏剧表演“变脸”以及大足本

土特色非遗表演“双桥杂技”等丰富多彩的表演；宝顶山石

刻景区欢迎蛇年首批游客，并为游客赠送文创礼物，还开

展了书写对联等活动，让前来宝顶山的游客在欣赏大足石

刻灿烂文化的同时，也能满载而归。

我环顾四周，来宝顶的游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不

知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跟着春晚看大足石刻，共赴

一场穿越千年的新春盛宴。

巫山清晨的雾霭漫过石阶时，我总看见青砖缝里渗出

的苔痕正往台阶两侧洇染。这条唤作飞云巷的山城步道，

自石牌楼斑驳的牌坊向下蜿蜒，穿过七道青瓦参差的弯，

落定在县融媒体中心的台阶前。

台阶上凿着的防滑纹早被岁月磨成细浪，倒像是谁把

三峡移民以来的光阴都刻成了唱片纹路。

1983 年春，广播站的老唐总爱在城关老城歪脖子树下

歇脚，从乡镇调出到巫山老城那日，他正用蓝布包裹手摇发

电机，蓑衣上的雨水在台阶上滴出串省略号。“乡亲们，”他

指着台阶下蒸腾的雾，“咱们的广播声得比这山雾升得还

高。”那年山洪冲垮老县城城墙，他摇着发电机在山道上往

返月余，硬是让《巫山之声》的旋律每日准时漫过青瓦。

后来我在龙溪镇撞见一个佝偻的背影。这位《巫峡潮》

老编辑陈师傅，他年轻时总在老城广场石阶上校稿。1992
年，有次暴雨突至，他慌忙脱下衣服裹住蜡纸，自己淋得透湿

却笑说：“字迹要是糊了，巫山山民就看不见春耕通知了。”他

右手中指至今留着铁笔磨出的茧，倒像是枚褪色的勋章。

千禧年的晨雾里，台阶上开始飘着油墨香与电磁波。

那日正午，我见潘叔扛着摄像机往石牌楼跑，运动鞋在青石

板上敲出急雨。后来在编辑室看他拍的素材：百岁老人对

着镜头唱山歌，皱纹里漾着八十年代广播里教过的调子。

再后来，我在第七道弯遇见小何。她接过了陈师傅的接

力棒，挎着印有“融媒体”字样的帆布袋，鬓角沾着无人机螺

旋桨卷起的柳絮。“您看这取景框，”她将屏幕转向我，神女峰

云海间浮动着老槐树的新芽，“老师总说宣传工作者是缝补

时光的人。”她帆布袋里露出半截泛黄的笔记本，那上面有陈

师傅用红笔批注的“民生版面须增补柑橘滞销报道”。

最难忘某个深秋傍晚，暮色将石阶染作旧磁带颜色。

小李抱着老唐留下的富士牌相机，在广播塔弯教孩子们拍

星空。“当年师父在这里拍过移民的队伍。”他调整三脚架

的手势与老唐摇发电机的姿势惊人相似，“现在要拍满山

红叶。”孩子们嬉笑着跑过青石板，惊起栖在广播站旧址窗

棂上的麻雀。

暮春槐花香最浓时，石阶两侧的墙根冒出新绿。融媒

体中心的老少围坐在老槐树下，听潘叔讲 5G 直播车进山

的故事。小何忽然指着砖墙：“看！苔藓长成了心电图的

形状。”众人细看，那青苔的纹路竟与老式收音机电波图惊

人相似。不知谁家的孩童追着光影奔跑，运动鞋踩过青石

板上深浅不一的凹痕——那分明是几十年间无数布鞋、胶

鞋、皮鞋留下的年轮。

下晚班时，我常驻足巫山电视塔下。山下万家灯火次

第亮起，恍若数十年前巫山老广播站窗口漏出的暖黄。无

人机的指示灯在夜空中划出弧线，与三十年前手电筒在山

道上的光路悄然重叠。山风掠过石阶两侧的野菊，把陈师

傅铁笔的“沙沙”声、老唐发电机的“嗡嗡”声、潘叔键盘的

敲击声，都酿成了绵长的春醪。

昨夜有月，青石板上的露水映着碎银般的光。恍惚见

历代宣传人的影子在台阶上叠印：握铁笔的手与触控屏的

指尖交错，蜡纸筒与云存储擦肩，巫山山歌的颤音混着短

视频的配乐。飞云巷的雾霭里，老唐说的“党的声音”正化

作满山遍野的春笋，在新时代的雨水里拔节生长。

巫山广播局的留声机
□ 周子杰

不辜负每一滴
春雨的馈赠

□ 唐毓

春雨在此奔走了三千里

如期抵达我的村庄

我无须侧耳倾听

细密的雨声动听如诗

在一夜之间，奏响了一曲

万物生的交响

此刻，抬头或低头

从山岗到田间

草木们争先恐后泛绿

麦苗暗自拔节

千万朵油菜花蕾含苞

以及南来的飞燕……

我们一起向缤纷的春天

敞开心扉

阡陌间，忙碌的乡亲

脚步轻快，积攒了一冬的

心思，像种子逢春发芽

我丝毫不怀疑他们

什么都能创造，厚实的

手掌，捧出一场田园

盛大的乐章

为此，我必须不辜负

每一滴雨水的馈赠

俯下身去，在此种下一场

春天的宣言，让闪亮的

音符，一幅家园五谷丰登

共同富裕的水墨画

代替我的心愿

满村庄都是

2025开门红
□ 雒伟

一个个重新归零，翘首以盼

一个个步履坚实，向着远方

一个个精神抖擞，星光闪耀

听啊！2025 年的战鼓已经擂响

下一站，我们和春天一同启程

去体验，去生活，去成长

田间、工厂、车站、商场

每一处都是新的热闹繁忙

每一个行业，都蓄势蓬勃

岁序更替，我们开门大吉

跟着春晚看大足石刻跟着春晚看大足石刻
□□ 张儒学张儒学

追春
□ 杨力

乡村新图景乡村新图景

沐心海沐心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