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年说蛇
最爱西湖二月天，

斜风细雨送游船。

十世修得同船渡，

百世修来共枕眠。

这是川剧《白蛇传·游湖》一幕

里的道白，也被1992年拍摄的电视

剧《新白娘子传奇》片尾曲引用。

《白蛇传》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文化IP，早在19世纪就被

介绍到了欧洲。在中国舞台上，《白

蛇传》更是经久不衰。据浙江古籍

出版社《〈白蛇传〉论文集》，1959年

统计，全国36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

和300多个曲艺曲种，几乎都有《白

蛇传》改编的剧目和曲目。在川剧

和四川曲艺里面，《白蛇传》也是重

要的传统剧目和曲目。《白蛇传》的

主角白娘子，又名白素贞，是千年修

炼成精的白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经典形象之一。

《水漫金山》一幕，白蛇、青蛇带领水族与天兵天将恶战，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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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活纷呈的川剧《白蛇传》

在成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位于华
兴正街的悦来茶园剧场，由名角会聚上演
的川戏《白蛇传》便极受欢迎，场场客满。
悦来茶园的旧址为供祀戏神的老郎庙，建
于清乾隆末年（1795 年），供艺人聚会。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在老郎庙旧址上
建成悦来茶园，作为专门的演出场所，长乐
班、翠华班等多个戏班子在此演出，悦来茶
园也成为著名的“川戏窝子”。

刘孝昌介绍说，在悦来茶园上演的《白蛇
传》中，白娘子一角难度较大，要由青衣旦、武
旦共同承担同一个角色。川戏《白蛇传》的精
彩部分如《水漫金山》《断桥》《盗仙草》《祭塔》
等片段，其剧情丰富多彩，汇集唱功戏、武功
戏及川剧特有的幽默戏，舞台上演员展示出
深厚功底，整台戏的演出可谓是环环相扣，唱
念做打相互结合，绝技不断、精美绝伦。观众
陶醉其中，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刘孝昌特意介绍了《白蛇传》中的两个
绝活：一是“倒硬桩”，在《盗仙草》一幕中，
白娘子腰腿直挺向后倒地；一是“踢慧眼”，
在《水漫金山》一幕中，护法韦驮出场时只
有两只眼，收到法海“收服妖孽”的命令后，
举腿一踢，一脚把画好的纸眼睛踢在额头
中间，“第三只眼”顿时出现。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春熙路北段的三
益公大戏院成为成都人的川戏窝子，川剧

《白蛇传》也在这个舞台上演。
《白蛇传》有着众多的版本广泛流传，

它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创作，跟中国文
学中的名著《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一样，由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对同一题材
进行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编订而成。

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共同创作的白蛇，最
终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
典形象，这也显示了这一故事巨大的包容
性。川剧《白蛇传》，也经历了这样的再创作。

1959年1月12日，成都市川剧院专门成
立“青年川剧团”，在短短3个月内，排练优秀

传统川戏50余出，《白蛇传》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版川剧《白蛇传》，由著名剧作家

吴伯祺根据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其声腔为
川剧最为典型的高腔。

其故事，增加了白蛇前传。在这一版
川剧《白蛇传》里，白蛇因与桂枝罗汉相恋
而触犯天条，桂枝被贬至凡间，成为许仙。
白蛇则挣脱锁链束缚，逃往凡间寻找许仙。

在杭州西湖，白蛇与许仙重逢，结为夫
妻，却又被法海率天兵天将及癞蛤蟆下凡
追捕。癞蛤蟆施计逼白蛇现身，吓死许
仙。白蛇至三仙岛讨回灵芝草救活许仙。
后许仙又被法海诱入金山寺软禁，白蛇侍
婢青蛇则集结鱼、虾、蟹、蚌、龟、鲢、螺、鳅
等水族，保护白蛇到金山寺索夫，与天兵天
将展开一场恶战。

1959 年 8 月 6 日，成都市川剧院“青年
川剧团”与四川省川剧学校组成“四川省青
年川剧团”上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

1959年，“中国川剧团”出访欧洲，先后
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地演
出，历时 142 天，带去的剧目就有《水漫金
山》。1985年《水漫金山》再次赴欧洲上演，
1987年赴日本上演，均大受欢迎。

川戏《白蛇传》是一出文武兼备的传统
戏剧，而其中的《水漫金山》则是典型的武
戏，在神妖大战表演中运用了不少绝技。除
了上文提到的“倒硬桩”“踢慧眼”，还有白蛇
以“飞雁式”独脚站在青蛇肩上；哪吒跟白
蛇、青蛇交战时，掷出的乾坤圈自动滚回；白
蛇在法海禅杖下挣扎翻滚时，各种软武功及
毯子功；紫金铙钹追逐白蛇时的“变脸”，脸
上由白色瞬间变成黑、蓝、红和杂色；白蛇战
败撤退时，穿越熊熊火阵的“钻火圈”。

刘孝昌评价道，《水漫金山》一幕，变
脸、吐火、踢慧眼、托举、站肩、滚杖、踢圈等
各种高难度技巧完美融入剧情，不断推动
剧情深入，场面惊险刺激、气势恢宏，让国
内外观众目不暇接、如痴如醉。

青城山下白素贞，
洞中千年修此身。
勤修苦练来得道，
脱胎换骨变成人。
这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插曲

的唱词，点明了白蛇是在成都青城山修
炼得道，变成人形的。

据民俗专家刘孝昌介绍，青城山有
个天然溶洞，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是白蛇
的修行之地。这个洞叫白蛇洞，又名白
石洞。白蛇洞是个天然溶洞，此处山林
幽深，古道幽静，山花幽香。而在距白蛇
洞1公里之处，还有一个青蛇洞，相传是

《白蛇传》中小青的修行之地。刘孝昌介
绍说，也有传说称，白娘子是黎山老母
（也称“骊山老母”）的女弟子，在峨眉山
修炼得道。

白蛇在四川青城山修炼，这是今天
的认知，但实际上，早期话本中的白蛇，
跟四川并没有关系。

白蛇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保存宋、
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清平山堂话本》，
其中的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里，主人
公奚宣赞送一个迷路的女子回家，被女
子的母亲、蛇妖化作的白衣娘子留下成
家。奚宣赞后来借助神灵，将白蛇镇于
西湖的石塔之内。这个故事已具备白蛇
被镇于雷峰塔的基本框架，但此时的白
蛇尚是一个反面形象。

到了明代后期，小说家冯梦龙的《警
世通言》里面收录有一篇《白娘子永镇雷
峰塔》，白蛇就变成了一个敢于追求真爱

的正面形象了——这与明后期商业发
达、人性觉醒的社会环境也是相应的。
冯梦龙笔下的白蛇故事，主人公叫作许
宣，已跟后世流传的许仙极为相似，小
青、法海等人物也出现了。

到了清嘉庆年间，玉花堂主人编校
的白话小说《雷峰塔传奇》里，男主人公
便是跟现在一致的许仙了，而其第一回
明确提到，白蛇来自青城山：“且说四川
成都府城西有一座青城山，重冈迭岭，延
袤千里。此山名为第五洞天，中有七十
二小洞，应七十二候，八大洞按着八节。
自古道：‘山高必有怪，岭峻能生妖。’这
山另有一洞，名为清风洞，洞中有一白母
蛇精，在洞修行。洞内奇花竞秀，异草争
妍，景致清幽，人迹不到，真乃修道之
所。这蛇在此洞修行1800年，并无毒害
一人，因它修行年久，法术精高，自称白
氏，名曰珍娘。”其中，“珍娘”很可能就是
白蛇之名“白素贞”的来源。从这篇小说
也可以看出，被道教列为“第五洞天”的
青城山，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自《雷峰塔传奇》之后，白蛇来自四川
青城山的说法，基本上就在自清代流传的
各种小说、剧目、曲目里固定下来了。

上古对蛇的崇拜

蛇在十二生肖中，最具有神
秘色彩，象征智慧与顽强。

冬天来临，气温降低，蛇进
入冬眠，在洞穴中沉睡。天气
变暖之后，蛇爬出洞穴寻找食
物 。 这 个 时 段 ，开 始 集 中 蜕
皮。它们在粗糙的地面或树枝
上扭动身体，通过摩擦蜕去外
皮，留下的旧皮被称作“蛇蜕”
或“蛇衣”。对古人来说，蛇的
冬眠和蜕皮都象征着“死而复
生”，充满了神秘感。

蛇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特
别是在捕获猎物时，所表现出的
机智与策略令人惊叹。顽强则
是蛇的另一个特征。蛇生存于
丛林与河谷地，其生存条件十分
险恶，但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同时蛇还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

神秘、智慧、顽强与旺盛的
生殖力，是蛇成为远古图腾的重
要原因。上古时期，先民多崇拜
蛇，尊蛇为始祖神。因此，华夏
民族的创世神女娲、伏羲都被赋
予了蛇的形象。

上古神话传说中，伏羲的母
亲名华胥氏。传说中，华胥氏脚
踏在一只大脚印上时，感到有蛇
缠身的感觉，于是有了身孕，待
怀孕 12 年后，才生下一个人首
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楚辞·天问》有“女娲有体，
孰制匠之”之问，东汉文学家王
逸注为“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
十七化”。王逸之子、辞赋家王
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
身，女娲蛇躯。”这是王延寿在鲁
恭王灵光殿石刻上见到的场
景。曹植的《女娲画赞》则称：

“或云二皇，人首蛇形。”汉代的
画像砖上，也可以见到大量女
娲、伏羲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
图像，这些都是上古时以蛇为图
腾的痕迹。

刘孝昌认为，远古时代的蛇
图腾出现在母系社会中，蛇不仅
是氏族崇拜的对象，更是体现出
母系社会对生命力与繁殖力至
高无上的崇敬。

从蛇到龙的图腾演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被称
为小龙，蛇年又有“小龙年”之
称。这不仅是因为蛇的形象与
龙相似，其中更隐藏着华夏民族
蛇图腾向龙图腾转变的历史。

刘孝昌认为，当父系社会取
代母系社会后，古人对于蛇与蛇
图腾的崇拜发生根本的转变。在
母系社会女性是社会的主导力
量，而进入父系社会，男子所从事
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社会生活中
逐渐取代了女性所从事的采集
业，男性则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代
表。随着社会的变迁，作为信仰
的蛇图腾崇拜也在发展和演化，

“龙图腾”开始逐渐取代“蛇图腾”。
蛇与龙，虽然是不同的事

物，但实际上又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龙图腾”实际上是诸夏在
兼并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龙本
身是一种虚拟的动物，在它的身
上融合了各部落图腾的特点。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

“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
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
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
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
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
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
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
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当然，华夏民族的图腾转变
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上古
神话中的共工，是人面蛇身；而
到了黄帝时期，则是蛇与龙交替
出现。《山海经·海外西经》称：

“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
上。”《淮南子·天文》则称：“中央
土也,其帝黄帝……其兽黄龙。”
从中可以看到“蛇图腾”到“龙图
腾”的转变过程。

到了春秋之前，华夏族对于
蛇图腾的崇拜已经淡化，祭龙的
习俗开始出现。而随着龙图腾
的形象成熟，到秦汉时期，龙的
象征意义与皇权紧密结合，蛇的
形象则被彻底妖魔化。然而，华
夏民族“蛇崇拜”的痕迹永远地
保留在了生肖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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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不仅爱看川剧《白蛇传》，
还爱听曲艺四川清音《断桥》。

断桥，是《白蛇传》里白蛇与许仙
的相会之地，是二人爱情悲剧发生的
关键场景。

四川清音原名唱琵琶（也作“琵
琶书词”）、唱月琴，因表演中多用
此类乐器伴奏而得名。四川清音于
清乾隆年间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
有 8 个大调、100 余支小调。大调内
容多为故事传说，小调则多以四川
流行的山歌、民歌等曲调演唱。清
音 曲 调 丰 富 ，唱 腔 优 美 、抒 情 味
浓 。 清 音 的 伴 奏 乐 器 有 竹 鼓 、檀
板、琵琶、二胡等，其中又以竹鼓最
具特色。表演清音时，多由女演员
一人站立独唱，右手击竹鼓，左手
击檀板以掌握节奏。

成都的清音演员，以李月秋最为

出名。李月秋生于1925年，7岁即从
师学艺，12 岁出师，常年在成都新南
门外的柳江茶社登台演出。李月秋
嗓音清亮甜美、晶莹剔透，上世纪 40
年代即有“成都周璇”的美誉。

取材于白蛇故事的《断桥》，是
四川清音的代表曲目之一。断桥既
是相会地，也是爱情悲剧的重要场
所。刘孝昌介绍，李月秋演唱的《断
桥》，在琵琶与二胡的伴奏中，以婉
转动听的演唱，把白蛇与许仙在杭
州西湖断桥相会的缠绵悱恻表现得
淋漓尽致。

在川剧《白蛇传》和四川清音《断
桥》中，白蛇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纯
洁、优雅的女性，具有人性的温情。
川剧和四川曲艺里的白蛇，颠覆了传
统文化中蛇阴毒的形象，深受成都人
的喜爱。

缠绵悱恻的四川清音《断桥》

白蛇何时“定居”青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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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农历的乙巳年，生肖上为蛇年。

蛇是爬行纲蛇亚目类动物的总称，其历史可追溯至距今

约1.37亿年的白垩纪。全世界已知有三四千种蛇，从大类上

可分为青蛇、游蛇、蟒蛇三类。蛇全身布满鳞片，嘴可张大，

舌头分叉，四肢退化，通过腹部肌肉收缩，或自身弯曲来实现

快速移动，其行进姿态或直线行走，或蜿蜒曲折。因为是一

种古人常见的动物，所以蛇进入了十二生肖，排行第六。

蛇年是怎样计算得来的？民俗专家刘孝昌介绍了一种

简易的方法：用公元年号除以12，余数是9的年份则是蛇年。

川剧《白蛇传》里白蛇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纯洁、优雅的女性，颠覆了传统文化中蛇阴毒的形象。

麻浩崖墓的汉代石棺上，人首蛇
身的伏羲、女娲形象。 高泓 摄

川剧《白蛇传》里，踢慧眼、托举、站肩、滚
杖、踢圈等各种高难度技巧完美融入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