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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地上有许多技艺流传，今天已经成为国家非遗。肥东“蛇灯”就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的艺术门类，其起源就是

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发展史是一部宗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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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

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决定采取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6日
居里夫人发现镭

1898 年 12 月 26 日，玛丽在提交给法国

科学院的报告中宣布他们又发现一个比铀

的放射性要强百万倍的新元素——镭。这

是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妻子玛丽·斯克洛道

夫斯卡婚后 3 年的伟大爱情的结晶。

1903 年，居里夫妇由于发现放射性元素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2月27日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 年 10 月，军阀大战结束后，蒋介石

集合 7 个师约 10 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

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对

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12 月

27日红军反“围剿”战争开始，并且取得胜利。

12月28日
上海港跃入世界十大港

1984年12月28日下午，当黄浦江畔海关

大楼钟声敲响第五下时，上海港当年的吞吐

量已达到 100014926 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突破，标志着上海港跃入世界十大港的行列。

12月29日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

良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

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7时，东三

省同时悬起青天白旗。

12月30日
我国成功发射“神舟”四号

2002年12月30日凌晨，“神舟”四号无人

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发射升空。

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事

业取得了新进展，向实现载人飞行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

12月31日
南极长城站奠基

1984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当地时间)，中国

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奠基典礼隆重举行。

长城站位于乔治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上，它面

临民防湾中的一条小湾，这条小湾已被中国

南极考察队命名为长城湾。

肥东“蛇灯”：一个宗族的图腾
江淮非遗历史之肥东“蛇灯”

一个宗族的图腾
肥东“蛇灯”又名“扬蛇”。“扬”指舞

动、高举。是肥东解集乡邵氏宗族保存的

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

“蛇图腾”，距今一万年。

图腾是原始氏族假定的始祖，这位始

祖也是该氏族的保护神。显然，邵氏宗族

假定的始祖就是蛇，他们是蛇的传人。氏

族社会晚期，图腾崇拜衍变为祖先崇拜，

祭祖活动也一直传承至今。由于当地错

把“扬蛇”记为“洋蛇”，因而新石器时期神

圣的蛇图腾崇拜，变成了元代才从海洋里

传过来的一场有关蛇的游戏。价值被大

幅低估，正可谓一字之误，失之千里。

蛇灯艺术已经申请为国家非遗。蛇

神用竹篾成鳞状，外蒙白布，蜡烛插在一

个圆形的上下垂直能转的直径上。 舞蛇

时，队员们齐心协力，上下翻腾，大有金蛇

狂舞之感，洋蛇腹内，烛光闪烁。

蛇图腾的发展
传说伏羲、女娲、禹，都是人首蛇身。

史料上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东汉玉

逸《楚辞·天问注》：“女娲人头蛇身”。王

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

躯”。三国魏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

皇，人首蛇形”。东晋王嘉《拾遗记》：“又

见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图……

蛇身之神即羲皇也”。《列子·黄帝篇》：“夏

后氏，蛇身人面”等。南阳汉代石刻也有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像。

以上史料表明，伏羲、女娲、禹三族都

是以蛇为图腾的，而这种大蛇却被称之为

“龙”。今天龙与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

于由蛇嬗变为龙的过程，闻一多《伏羲考》

考证：“当初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

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

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

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

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

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种

图腾兼并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据《水

经·淮水注》载：“荆、涂二山相连一脉，禹

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

之”。荆、涂二山，即今怀远县的荆山、蚌

埠市西郊的涂山。治水成功后，不仅中

原地区有众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华夏集

团，就连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夷

集团、西北方的羌戎集团中的一些氏族、

部落，也先后加入了华夏集团为首的部

落联盟。他们各自带来了各自的图腾。

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蛇图腾也随之衍变为龙图腾。因

而数千年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

都说是龙的化身，直到辛亥革命，随着帝

制的消亡，作为帝王象征的龙，才变为每

个中国人的象征。

邵氏蛇灯诞生于元代
全国的龙图腾，都由今天概念的蛇衍

变为今天概念的龙，为什么只有邵氏宗族

还保持着龙的原始形态蛇图腾？可能他

们是“涂山氏女娲”的后裔，他们的先祖也

一直以女娲自豪，所以几千年来，尽管辗

转迁徙，也始终保存着蛇图腾。

邵氏蛇灯有个美丽的传说，邵氏族

人介绍：六百多年前，即元末明初邵姓

婆媳为躲避元兵迫害，在一山洞栖息。

不巧正好遇到明兵追赶元兵，元兵见这

一山洞也到山洞藏身，见婆媳二人，欲

图不轨，这时，山风大作，雷电交加，一

条数丈长的白蟒飞下山崖，直扑山洞。

元兵惊散逃遁，婆媳得救。三月后媳妇

生下一子，取名“思明”。当邵思明至 18

岁时，发动全村以蛇灯的形式，表达对

蛇的感恩。

要求扬蛇的时候，全族男丁必须到

齐。每十八年必须扬蛇一次。每扬蛇一

次，蛇身必须加长五尺八寸，以示人丁兴

旺。此说可信，蛇灯显然是原始形态蛇图

腾的传承。三个“必须”显示了图腾祭祀

的严肃性，巨蛇吓退元兵，更显示图腾是

一个宗族的保护神。不过，图腾是原始

氏族社会的产物，元代不可能出现新的

图腾。

蛇灯可能始于元代，元以前蛇图腾祭

祀仅是顶礼膜拜，而不是表演艺术。颜师

古注东汉张衡《西京赋·鱼龙曼延》云：“鱼

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

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

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

耀日光。”这里的“黄龙八丈”，指龙灯。

表明“蛇灯”的出现，应不晚于东汉。

据此可知，元以前有关蛇灯的说法，

在家族辗转迁徙中已经失传，传承下来的

仅从元代开始。解集乡邵氏宗族保存的

夏以前的蛇图腾，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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