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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在古诗文里的蛇
○ 咸 欣

在古诗文中，蛇或潜藏于深邃

幽暗的山洞之中，神秘莫测；或隐匿

于波光粼粼的水泽之畔，静谧安详；

或盘旋于古朴庄严的古刹之旁，超

然物外；或翱翔于崇山峻岭之间，气

势磅礴，成为大自然中一道不可或

缺的亮丽风景线。

《诗经》有云：“维虺维蛇，女子

之祥。”这里的“虺”与“蛇”，虽同为

蛇类，却展现了古人对蛇细致入微

的观察与精准的分类。虺，常被视

为小蛇或毒蛇，其形象在诗中与女

子的吉祥相联系，既体现蛇在自然

界的普遍存在，又隐含古人对蛇与

生育、吉祥之间神秘而微妙的联系，

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

《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其

“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之下”，形

态奇特，神力无边，掌控昼夜，呼风

唤雨，成为了自然界中不可小觑的

存在。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蛇的神

话色彩，更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

敬畏与想象。

在诗人的笔下，蛇被赋予了鲜

活的生命。它们或灵动可爱，如“小

蛇蜿蜒，似舞者之姿”，轻盈柔美，令

人赏心悦目；或神秘莫测，如“大蛇

横空，若云龙之影”，气势恢宏，令人

叹为观止。这些描绘不仅展现了蛇

的自然之美，更透露出诗人对生命

的敬畏与赞美，将蛇的形象升华到

了艺术的巅峰。

古诗文中的蛇，还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既是生命力的

象征，代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自

然法则；也是智慧的象征，寓意着洞

察世事、明辨是非的睿智之光。在

《楚辞·天问》中，屈原以“雄虺九首”

之问，深刻追问宇宙奥秘与生命起

源，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好奇与

探索精神。

在古诗文中，蛇还常常被用作

比喻，来抒发诗人的复杂情感。

它既是智慧的象征，寓意着洞

察世事、明辨是非的智者之态；又是

邪恶的化身，代表着诱惑与危险的

阴暗面。如“蛇行鼠步”形容智者之

态的机敏与谨慎，“毒蛇吐信”则比

喻人心之险的狠毒与无情。这些比

喻不仅丰富了古诗文的内涵，也让

蛇这一形象更加立体而生动，成为

诗人抒发情感的媒介。

在民间传说和民俗文化中，蛇

更是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成为图

腾崇拜的对象。如《白蛇传》中的白

娘子，她以蛇身修行千年，化为人

形，不仅拥有超凡的智慧和美丽的

外貌，更对爱情忠贞不渝，演绎了一

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蛇的文化

内涵，也展现了古人对蛇这一生物

的敬畏与崇拜，将蛇的形象深深烙

印在了民族文化的记忆之中。

如今，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些泛

黄的古诗文，蛇的形象依然栩栩如

生。它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向我们

诉说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故事。在这

些故事中，我们感受到诗人对自然

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的向

往以及对智慧的追求。

蛇，这一古老生物，在古诗文的

滋养下，焕发出了更加绚丽的光彩，

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

文、情感与哲思的桥梁，让我们在品

味古诗文的韵味时，也能深刻领悟

到生命的真谛与文化的魅力。

一天，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瓶

窑老街将有一场你可能会喜欢的活动。”问

其是什么活动时，她卖了半天关子，才把电

子海报发给我。我一看，原来是民俗踩街，

喜不自胜，忙给她一个线上拥抱。

踩街，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活动。

它起于隋唐，成于宋元，兴于明清，原是老百

姓们自发组织的一种用以驱邪祈福的表演

活动。活动中，人们通过舞龙舞狮或其他民

俗表演，来表达对新生活、新日子的期盼与

祝福。参与者通常会组成长长的队伍，沿街

巡游、展演，故称“踩街”。

以前，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踩

街活动，后因种种原因，它们被搁浅在了历

史长河的河滩上。近些年，随着各地对民俗

文化的重视与发掘，踩街活动也重新被唤

醒，并逐渐发展起来。去年，我曾在某新媒

体平台上看到过福建泉州的“龙腾东海·福

满泉州”踩街活动，深感震撼。

关于余杭的踩街活动，我也是早有耳闻

的。“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灵源村传统

民俗舞龙、舞狮表演都会一同走上大街，向

全村百姓奉献踩街表演”“大路彩龙船正月

初十就开始出游踩街，到正月二十才结束。

十天中要游很多地方，如长乐、双溪、黄湖等

地各大小村镇……”这是我在《余杭文史》公

众号上看到的一些记录。近两年的农历二

月二和十月半，瓶窑老街和黄湖庙会上也都

会有相应的踩街活动……每次听说，我都会

很心动，但因各种琐事，一直没机会前往，很

是遗憾。这次，我说什么都要前去观一观

了。——很多事情，只有亲临现场体会了，

才能感受到它的特别之处。否则，一切都是

苍白无力的想象。

这次踩街活动的规模相对较大，聚集了

来自全区的二十五支特色队伍。巡游路线

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到瓶窑老街，长约两公

里，四个展演点。

余杭含十二个街镇，每个街镇几乎都有

一两个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节目，如鸬鸟的

鳌鱼灯、仁和的高头竹马、瓶窑的石濑花灯、

仓前的葛巷拳灯等，我都曾看过相关介绍，

并被它们的传说故

事所吸引，却一直没有欣赏

过相应的表演。听说这次

活动上都有，我很是欣喜。民俗表演

更具自然性，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淳朴的

感染力，是我从书本、电影中无法感受到的。

周末，天气格外好，阳光金子似地到处

泼洒，没有一点风。我早早地来到老街，在

年味中漫步。很多老人坐在老街旁的苕溪

边，一边晒暖，一边等候着踩街队伍的到来，

其闲适的状态令我不禁有些羡慕。等不及，

我和朋友直接开车去了良渚古城遗址西门，

准备从开端看起。

起源于五千年以前的良渚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曙光。这场踩街活动，正是从良渚古

城遗址开始的。

传统的踩街活动开始时，通常会先鸣放

礼炮，然后甩火篮开路。如今为了安全，多

采用鸣鼓开道。这次的开道鼓很特别，是良

渚玉琮的形状，由两位古良渚人装扮的彪形

大汉推拉着前行。开道鼓后面紧跟着表演

《良渚古韵》的展演队伍，之后依次相连，有

大陆花灯、前庄腰鼓、女子舞龙、荷花锣鼓

等，每支队伍展演完毕即上路踩街。不多

久，整个街面就都热闹了起来，浩浩荡荡，五

彩缤纷，真是一场视觉与精神的盛宴。

“别样的愉悦。让人感觉像是紧张忙碌

的生活里突然吹进了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

风。“朋友说。“是的，心情像是被改变了，变

得简单快乐。”我答。

踩街活动，像一首简单直接但又浓郁热

烈的抒情诗，它对生活、对日子，以及对人的

心情都有一种渲染作用。经过渲染的日子

和心情，像船张开了帆、苗吸足了水，动力十

足。

队伍到达瓶窑老街时，街上的年货也都

摆好了。毛腌鸡、七味咸茶、酱鸭……年味

儿，随着踩街演员们的舞步，氤氲着升起。

这些由民俗文艺组成的踩街活动，不但

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节日，而且也对我们

自己的文化更有了认同感和自豪感，继而，

也就会更加自信。

观踩街
○ 良 琼

新年回老家，女儿问我，要是再遇别人

问东问西怎么办？我笑着回她：“没事啊，遇

到别人问，如果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可

以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沉默，反正不要

被别人的言语影响，今年我们要过个不敏感

不内耗的新年。”

想起往年回家过年，遇到熟悉不熟悉

的，彼此间打招呼，很多人会习惯性地问：

“今年赚得还行吗？”遇到孩子在身边，有人

则会加一句：“拿奖状了吗？”老家人多，你问

一句，他问一句，所有的问句以关心的外衣

裹挟而来，常常打得我措手不及。说实话，

很多事，我不想和人说，还有很多事确实也

没达到眉飞色舞说出来与人分享的程度，更

何况我面皮又薄，平生不爱说谎，又吹不得

牛，时常地在遭受一连串追问后，面红耳赤

又尴尬到手足无措，半天不知说什么好。然

后，等别人散去，回想刚才的对话，我又懊

恼，总感觉自己脑子真是不灵光，譬如刚才

哪个问题，我不这样说，应该那样说，或许会

更好。

说实话，因为各种“反刍”式的回想，新

年给我的感觉并不好，还有老家，甚至老家

的亲人，给我的感觉也不好。渐渐地，我不

喜欢过年，甚至反感。好在，随着岁月的流

逝，还有生活的历练，我现在终于慢慢地从

这种“魔咒”中走了出来，过年就要快乐啊，

更何况有时候别人的追问也不过是打招呼

的一种，我倒实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把别

人的每一个问题都当成考察。生活是过给

自己的，与其过度敏感和内耗，倒不如取悦

自己。

譬如今年，我粗略地理了一下我家的现

状，女儿已经大四了。我想过，等回了老家，

别人可能会问“在哪实习”“找到工作了吗”

“20多岁谈恋爱了吗”。儿子才读五年级，

别人可能会问“成绩好不好，有奖状吗”，还

有我和老公，工资多少、有奖金没、过年有啥

福利，说不定还会被拉出来和谁谁比一比

……看起来的确好多好多敏感的问题啊，但

是放松心态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即使别人

问，坦诚地聊一聊也没事，纯粹把这些问题

当成一种闲聊、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坚决做

到说过就算，绝不“反刍”，绝不因此影响自

己的心情。

网上好多有类似烦恼的视频。有好多

人说，等回了家遇到问孩子成绩的、问工资

情况的……直接“叉死”；还有个人发视频

说，家里有“33岁的当老师的堂哥，31岁当

医生的侄女，30岁爬电线杆的侄子，31岁当

老师的我，今年我们将舌战群儒……”哈哈，

一看这就是一群未婚的即将遇上催婚的。

其实想想，我们每个人活着，自身都会携带

这样那样的“问题”，好的，坏的，可以说的，

不想说的，还有很多事，受我们自己的性格

影响，有爱分享的，有不善言辞的……做自

己就好，自己不敏感不内耗，别人说再多，都

一笑而过。

过一个“不内耗”的新年
○ 管洪芬

过年食记
○ 姜晓燕

过年，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喜日

子。买新衣、置年货、贴春联、放鞭

炮，空气是喜庆的，每个人都是喜洋

洋的。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言：

“家家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

话。”在这大喜日子里，合家欢宴才

是最温情动人的模样。

做豆腐

土灶上熬着豆浆。熟了，母亲

呼唤我，我尝了一碗，鲜。我一边帮

父亲，一边看那豆腐怎么做。做豆

腐的家什是我家以前开豆腐铺时留

下来的。每年年前，母亲都会清洗

好，留待过年用。昨晚，父亲和母亲

磨了一夜的豆子。滤了渣的浆煮了

三锅，都点了卤，凝结了，大瓢摇起

来倒进粗布里，粗布就吊在木架

上。豆腐渣和滤下来的汁水拿去喂

猪。水滤得差不多了，他俩提了粗

布放在一扇大门板上系好，上面压

了磨盘。我好奇地问：“好了？”父亲

告诉我：“等着吃吧。”我不相信这样

可以做出豆腐来。

“一起来炸油豆腐喽。”母亲在

灶台前招呼着我。大锅里油香四

溢；菜板上豆腐切丁。把豆腐丁小

心翼翼地倒进油锅里，一个个油豆

腐就如雨后春笋般在热油里冒出

来，膨胀，变大，欢腾，如一个个殷实

的小日子。

傍晚，我家厨房后门一开，豆腐

的香味就在村里头飘荡。左邻右舍

拿着搪瓷盆来舀豆腐，装油豆腐。

父亲和母亲忙得应接不暇，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喜悦。想到我家制作的

豆腐和油豆腐都将成为家家户户大

年三十桌上那顿团圆饭里的重要

角色，我就乐不可支：过年真好，天

天过年才好呀！

杂鱼锅

大伯今年 83 岁，比我爸大 12
岁。他平常跟着他的大儿子一起生

活。除夕晚上，我爸必将大伯叫过

来一起吃年夜饭。

傍晚，大伯来了。他拄着一根

铁拐棍儿，我偷偷拎过，极沉，压

手。父亲让我陪大伯在外屋喝茶，

自己在厨房里做杂鱼锅。

父亲做杂鱼锅一绝。无论是鲫

鱼，还是苍条鱼，先煎后熬。用石锅

一盛上桌，青蒜香油点缀，卖相绝

佳，薄薄的一层红亮酱色，透着油下

面的白肉，一筷子挑开，仿佛雕刻的

美玉。

“嗯，味道不错。”大伯放下筷

子，拿起调羹，舀起一勺鱼汤，在白

米饭上一铺，吃了起来。

吃完，他就自己拄着铁拐杖回

家去了，也不用扶。

我对爸爸说：“大伯在餐桌上吃

得很少。”

“但我看出来他吃得很开心。

大姐、二哥去世后，就剩下我俩了。

团圆饭，一定要坐在一起吃……”父

亲后面的话没说，我也懂的。

荤素煎包

过了除夕，依我们这边的习俗，

都要邀请亲戚们到家里吃一顿。今

年也不例外。我陪母亲早早地买好

菜，她还买了面粉，说：“我做煎包给

大家吃。”

母亲的手巧。她做的煎包，荤

素两样儿。荤的是猪肉馅儿的，素

的是韭菜馅儿的。与平常我们在小

吃店里吃到的煎包不同，她做的煎

包拳头般大小。每一只出锅，都带

着一层脆底儿，金黄透明。面发得

好，皮儿擀得薄，馅儿塞得足。咬一

口流汤，烫嘴。

堂哥用舌头舔着从手指尖流下

来的汤汁：“真好吃。这就是‘年’味

啊！在别处都吃不到！”

母亲笑着说：“给你装上几盒，

放冰箱里。想吃了，热一下就行。”

堂哥摇摇头：“哪有现做的好吃

呀？”

堂妹应和道：“热的时候吃，乡

愁都在心里升温了。”

母亲看着一屋子的人，说道：

“过两天，你们又都要走了，工作的

工作，上学的上学，一年到头相聚的

机会也不多。今天，我煎包再去做

一轮，让你们吃个够。”

大家都说好。母亲走进厨房去

擀面，我跟着她进去。过了一会儿，

她说：“这年过得怎么这么快呀？你

几时走？你的衣裳我都还没有好好

洗一遍呢。”我说：“屋里有洗衣机，

我等会儿把衣服去洗一下。你不用

担心。”她说：“机子洗，没有手洗干

净。”我不说话了，拿起一个热乎乎

的韭菜煎包，咬了一口，眼泪瞬间流

了下来。

母亲做的煎包，让我觉得：所有

对故乡的思念，都化作了舌尖上最

熟悉的滋味。不管身在何处，人平

安，心就在。只要能守护好当下所

拥有的，就是人间的美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