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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也有“代言人”
除了生肖邮票，方寸天地间还多

次出现蛇的形象。真实的世界中，

蛇的形象或许有些令人畏惧，然而，

蛇 的 文 学 艺 术 形 象 ，却 又 令 人 痴

迷。比如，中国民间五大传说（《白

蛇传》《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之一

的《白蛇传》，就是广大民众十分喜

爱的神话爱情故事。《白蛇传》源于

宋代话本，明代逐渐在民间广泛流

传 ，清 代 则 变 得 家 喻 户 晓 。 而 与

《白蛇传》相关的各种戏曲作品，更

是层出不穷。

《白蛇传》的女主角白素贞、女配

角小青，都受到了人们的追捧。而在

邮 票 里 ，白 素 贞 就 成 了 蛇 的“ 代 言

人”。1983 年发行的《京剧旦角》特种

邮票（全套 8 枚）中，就有一枚是“白素

贞”的形象。在画面上，白素贞身穿

帔风，做急匆匆奔跑状，仿佛正在舍

生忘死地去盗仙草。

在 1989 年发行的《当代美术作品

（第一组）》中，第一枚便是著名画家

叶浅予先生的《白蛇传》。邮票图案

右面的三个京剧人物（白素贞、许仙、

小青）形象，抓住了这出戏的神韵。

这枚邮票的图案，采用了叶浅予先生

于 1960 年 创 作 的《白 蛇 传》。 于 画

中，叶浅予先生自题道：“中国京剧

院一九六〇年在南北美洲演出余所

作海报图稿，今重写之。”邮票图案左

面，另有画家亲笔题词：“对生活知足

常乐，对艺术精益求精。”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以戏曲

的方式，民间故事的讲述也很重要。

2001 年发行的《民间传说——许仙与

白娘子》特种邮票（一套 4 枚），便是以

“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其内容的。

邮票图案，分别描绘了许仙与白娘子

游湖借伞、仙山盗草、水漫金山、断桥

相会的场面。

其实，在这套邮票的设计中，始

终没有出现蛇的形象，但作为善良

与智慧化身的白素贞，却是一种意

象的民间表达。这或许与民众对蛇

的敬畏有关，但也寄托了对于蛇的

种种期许。

除了白素贞外，动漫中的蛇，也

就是呈现于孩子们眼中的蛇，也是可

爱的。2020 年发行的动漫邮票《葫芦

兄弟》，就有很多“蛇精”形象。

《葫芦兄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于 1986 年原创出品的 13 集系列

剪纸动画片,这也是新中国动画第二

个繁荣时期的代表作,而今早已成为

中国动画经典。在此后很多影视作

品的台词里，或背景音乐中，都能出

现《葫芦兄弟》的内容。

在这套邮票第二枚“梦窟迷境”

中，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神力的二娃

前去妖洞救大哥和爷爷，不慎被骗入

迷镜宫，落入蛇精圈套；在第四枚“水

火奇功”中，四娃和五娃为了扑灭山

火拯救生灵，一个张嘴将大火吸入腹

中，一个喷水熄火，无意中也救了放

火的蛇、蝎二妖；在第五枚“巧夺如

意”中，拥有隐身神力的六娃机智勇

敢地盗取了蛇妖的宝贝“如意”，救出

了几位兄长。

其实，《葫芦兄弟》中的“蛇精”，

与《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小青一样，

都不是以蛇的本来面目出现的。但

她们所代表的，却都是蛇在人们心

目中的形象，也具有蛇的一些真实

特点。

蛇有很多故事
有关蛇的故事，还掩藏在颐和园

深处。2008 年发行的《颐和园》特种

邮票（一套 6 枚），图案分别展现了颐

和园内的十七孔桥、长廊、石舫、谐趣

园、玉带桥、后湖六处景观。其中，在

“长廊”绘画作品里，便有关于“蛇”的

故事。

这些故事中，最出名的有三个：

刘邦斩白蛇、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

文，以及前面说过的白蛇传。

“ 刘 邦 斩 白 蛇 ”讲 的 是 秦 朝 末

年，担任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运一

批人去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的途中率

众起义的故事。在刘邦等人行路之

时，探路的人说前方有一条大白蛇

挡道。此时的刘邦喝了很多酒，便

借 着 酒 劲 ，带 众 人 来 到 大 白 蛇 面

前。刘邦二话没说，抽出宝剑，将蛇

一斩两断。

后来，据说有位痛哭流涕的老太

太，说自己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蛇

横在路上，不想被赤帝之子给杀了。

白帝指少昊，代表水德，赤帝就是炎

帝，代表火德。按这种说法，刘邦应

该是炎帝之子，而秦朝崇尚水德，刘

邦则是要取而代之了。

“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文”讲

的是南朝梁武帝于宫中夜卧不睡，听

到殿下有蟋蟀之声。待梁武帝举眼

观看，见到一条蟒蛇进入殿中。梁武

帝见蛇大惊失色，叹言：“宫中戒备森

严，为何有此蛇怪？”这时蛇作人言：

“ 我 主 不 要 心 惊 ，我 是 皇 后 郗 氏 遭

贬。”随之，蛇便讲述了自己如何落入

这般田地的缘由，让梁武帝设法相

救。由于梁武帝是古代历史上有名

的崇佛帝君，所以故事的内容也具有

浓重的佛教色彩。

除了传统民间故事，蛇的形象也

呈现在传统习俗之中。比如，2001 年

发 行 的《端 午 节》特 种 邮 票（一 套 3

枚）。第一枚“赛龙舟”，第二枚“包粽

子”，第三枚则为“避五毒”。这所谓

的“避五毒”，是要避开被古代人称作

“五毒”的小动物：蛇、蝎、壁虎、蜈蚣、

蜘蛛。

其实，进入每年的端午时节，由

于北方地区气温上升，天气开始燥

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

蛇虫繁殖，易咬伤人，这便形成了“避

五毒”的习惯。在农历五月，民间要

用各种方法以预防五毒之害。在《端

午节》邮票中呈现的“避五毒”，即人

们制作葫芦符，也就是民间传统驱毒

的吉祥图案，上绘有虎头装饰，既可

爱也取其避邪之意。此外，人们会用

彩纸将“五毒”剪成剪纸，贴于门窗、

墙、炕，或系在小孩臂上，以避邪祟。

蛇文物亦不简单
与“蛇”有关的文物邮票，最引人

注目者，便是 1989 年 3 月 25 日发行的

特种邮票《马王堆汉墓》了。这套邮

票（3 枚）所展现的，是从湖南长沙马

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迄今为止国

内所发现的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

艺术性最强的彩绘帛画。

这幅帛画可分上、中、下三个部

分，邮票的图案也由此分成了 3 枚。

其中，上部为天上景象。右上方画

太阳，中立金鸟一只。左上方画新

月，中有蟾蜍、玉兔。一女子乘龙奔

向 弯 月 ，她 可 能 是 传 说 中 的 嫦 娥 。

中间绘人首蛇身像；中部为人间景

象。一老妇人拄杖而立，她就是墓

主人。这部分内容，描绘了墓主人

生前宴饮的场面。下部则为地下景

观。一巨人站立两龙之上，横跨一

条大蛇，双手托举着可能象征大地

的白色扁平物。

在这里，蛇的形象出现了不止一

次。而且，蛇身人首、龙蛇交错等图

像的出现，或能揭示出早期图腾崇拜

的诸多历史印记。

已然 到 来 的 蛇 年 恰 逢 故 宫 博

物 院 建 院 100 周 年 ，该 院 出 品 了 一

套 藏 书 票 ，包 装 封 面 的 盘 蛇 原 型

来自于西周蛇形青铜饰件，底 纹 采

用 清 朝 彩 色 蛇 皮 纹 锦 ，打 开 后 ，乾

隆 御 笔“ 蛇 ”字 、宋 代 蟠 蛇 纹 尊 等

蛇 元 素 无 一 不 显 示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除了与蛇有关的文物外，还有一

些与蛇相关的地名也进入方寸天地

间。最出名的一处，也是多次出现在

邮票图案上的，就是深圳的蛇口。

蛇口，一 般 是 指 招 商 局 蛇 口 工

业区范围内的地段，属于深圳市南

山区蛇口街道及招商街道辖区。蛇

口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东南部，东

邻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

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由于是

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向

型经济开发区，所以在 2012 年发行

的《招商局》特种邮票中，便着重介

绍了蛇口。

邮票的第二枚“蛇口开发”，画面

主体便是日新月异的蛇口新貌，背景

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

标语牌，以及繁忙的港口等。“时间就

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想

必人们不会陌生。这个激励着无数

人奋进的口号，就是从蛇口的土地上

叫响的。

蛇口是深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它的精神所在。2000 年发行的《深

圳经济特区建设》特种邮票（一套 5

枚），就有两枚内容，展现“蛇口”风

貌的。

在第四枚“深圳湾旅游区”中，

以展现蛇口六湾的主要建筑群和海

滨风光为主，突显了蛇口工业区美

丽的海滨风光。画面中的建筑群错

落有致，海滨风光优美宜人，展现了

深圳作为旅游城市的魅力。在第五

枚“蛇口工业区”中，则以蛇口工业

区为主，通过现代化的建筑和繁忙

的工厂场景，展示了深圳工业发展

的成就。画面中的工厂和办公楼紧

密相连，共同构成了深圳经济发展

的基石。

高申

方寸天地里的
蛇文化

邮票，这一方寸大小的纸

片，却常常蕴含着大千世界的文

化万象。在众多邮票题材中，蛇

文化别具一格，于小小天地间展

现着独特魅力。

新中国邮票史上的第一轮

生肖邮票，是从 1980 年的“庚申

猴年”开始的。到了“蛇年”，中

国邮政发行了《己巳年》特种邮

票。在画面中，一条金色的蛇蜿

蜒成圆，它的身体缠绕着牡丹、

荷花、菊花和梅花等四季之花，

呈现出岁月流转之感。这条蛇

口含灵芝，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蛇

的本能畏惧，且增添了健康长寿

的寓意。时间荏苒，如今，作为

第四轮蛇生肖邮票的《乙巳年》

问世了。这几轮的蛇生肖邮票，

均寓意祥云普照、好运长久、福

纳百祥。

己巳年邮票。

乙巳年邮票 2025。

葫芦兄弟邮票。许仙与白娘子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