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东方的超绝想象力

蛇年春晚“巳巳如意”妙在哪儿？
【文/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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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纹样蕴含时代力量

要解读纹样，就要先从汉字“纹”开始说起。中国

文化中的“文”来源于“纹”，“文”即多彩的景观，核心是

一种交错有序的纹理。《易·系辞》云：“物相杂，故谓

文。”

“古人有一种朴素的观念，认为寻常物品不仅仅是

实用之物，也是心灵的寄托与美好愿景的载体。可以

说，纹样是生活的艺术化表达。”李宏利现任上海社会

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及民俗与非遗研究中心研究员，

是一位深耕中国民俗与非遗研究领域多年的学者。

当他看到春晚发布主标识“巳巳如意”后，一连说

了三个“太妙了”。

“首先，它在意象选取上很妙。”李宏利向记者介绍

了纹样的起源与早期形态，“中国传统纹样可追溯至新

石器时代，其起源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对自然的

崇拜密切相关。早期的纹样多为简单的几何图形，如

绳纹、篮纹等。这些纹样常见于陶器和玉器上，反映了

当时人类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观念。”

当时，绳纹可能象征着原始社会人们编织生活、团

结协作的场景，而篮纹则可能寓意着采集与收获的喜

悦。这些纹样不仅仅是装饰，更是那个时代人类精神

世界的缩影，承载着他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与想象。

将这份期待落到今年春晚的纹样上，就有了新一

层的含义。“巳巳如意，生生不息”承古拓今，饱含深

意。巳，象征着阳气巳出，阴气巳藏，万物见，成文章。

而将两个“巳”字对称摆放，则恰似中国传统的如意纹

样。双巳合璧，事事如意，这是乙巳蛇年与如意之间吉

祥曼妙的创意链接，饱含喜庆美满的家国祝福，更彰显

着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

“老祖宗”也爱玩“谐音梗”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里面还藏着一个‘谐音梗’，

这也很妙。”李宏利介绍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谐音

文化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它通过将相似的音节联系起

来，赋予事物以吉祥、美好的寓意。在这个纹样中，设

计者将“巳巳”与“事事”相联系，寓意着事事如意，这种

寓意简单明了，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

中国人在纹样里运用谐音的方式极为丰富。比如，

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鱼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极为常见，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人们逢年过

节，总喜欢在装饰上添些鱼纹图案，祈愿生活富足，每年

都有结余。柿与“事”谐音，常与百合花（或百合根）、如

意纹组合，形成“百事如意”的纹样，象征夫妻和美、诸事

顺遂。在一些传统的婚房装饰里，就能看到这样的纹

样，饱含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荷与盒谐音“和合”，暗

指和合二圣，常与食盒、如意纹搭配，寓意夫妻和睦、恩

爱美满。在传统的婚庆用品上，这种纹样也颇为常见。

“昨天我去南翔古猗园进行调研，发现很多图案中

包含花纹、回字纹和动物纹样。一处门口的墙壁上有一

只大象，象背上驮着一个瓶子，意思是平安有象。实际

上，谐音文化在我国非常普遍，大家都认可。”李宏利说。

从纹样这一切面入手，如何才能更好地读懂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主题和主标识“巳巳如意，生生不息”后，瞬间

引发观众对蛇文化内涵的探寻。有人钟情于其中巧妙的谐音梗，有人喜爱

其灵动的造型，还有人惊艳于图形无限重复后的赏心悦目。

重拾纹样之美，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对民族历史与族群记忆的珍贵留

存，更能激发我们对物之美的敏锐想象力，使日常生活摆脱平庸与单调，迈

向充满诗意的境界。

新春之夜，当“巳巳如意”闪耀在千家万户的屏幕上，我们满心期待，好

奇它将会结出怎样的硕果。为此，《青年报》特别邀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

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李宏利，为大家解读蛇年春晚的“巳巳如意”，一同领

略来自东方的超绝想象力。

陶器上纹样多为简单几何图形。 新华社 图

央视蛇年春晚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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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谐音这一手法，从视觉造型的角度审视，

近三年来春晚的主标识设计均巧妙地融入了书法元

素，展现出丰富多彩且高雅大气的美学风貌。设计师

将甲骨文中的“巳”字进行艺术化处理，将其幻化为“灵

蛇吐信”的生动形态，并进一步通过对称反转与拼合，

创造出“巳巳”并肩的独特构图。这一过程中，设计者

极为精妙地对“巳”字的原有形态进行了再创新与再塑

造，使得最终的作品在保持对称美感的同时，又流露出

一种既方正又不失流畅的视觉体验。

“同时，纹样中的蛇形元素也寓意着阳气初生、生

生不息，这与《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念相

契合。此外，设计者还巧妙地运用了缠枝纹等纹样，象

征着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进一步增强了纹样的文化内

涵。”李宏利说。

纹样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直观体现。中庸之道、

自然无为、慈悲为怀等哲学观念，在纹样中均有深刻反

映。例如，莲花纹样被广泛应用，象征着清净与高洁。

在不少建筑装饰、壁画上，都能看到精美的莲花纹样。

龙凤图腾则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尊贵与力量的崇尚，

在古代皇家建筑、服饰等方面，龙凤纹样随处可见，彰

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尊贵。这些纹样不仅装点了生活，

更传递出深邃的文化寓意与哲学思考。

数字化后的“赛博纹样”

从学界视角来看，纹样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

古代的工艺技术与艺术创新。从早期的手工绘制到后

来的机械印刷，从单一的色彩到丰富的色彩搭配，从平

面装饰到立体造型，纹样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技术

的进步和艺术的飞跃。

举个例子来说，如宋代瓷器上的青花纹样，不仅展

示了当时高超的烧制技术和精细的绘画技艺，还通过

独特的青白色彩搭配，传达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清

雅高洁的艺术审美。再比如，明清时期的织锦纹样，不

仅技艺精湛、图案繁复华丽，而且色彩鲜艳、层次分

明。这些纹样往往融合了龙凤、花卉、山水等多种元

素，既展现了当时织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也体现了古代

工匠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创造。

“通过对这些纹样的分析，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工

匠的智慧与创造力，以及他们如何在有限的技术条件

下创造出无限的艺术可能。”李宏利说。

而作为存在于互联网上的“赛博纹样”，“巳巳如

意”纹样巧妙地将传统如意纹与甲骨文中的“巳”字相

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也展现了现代数字设计的

技术与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设计师能够精确地绘

制和修改纹样，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审美和工艺要求。

“这种设计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即回到原

点，从老百姓本能的需求出发，寻找创新的灵感。”在采访

的最后，李宏利强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创新的融合并非简

单的复古或照搬，而是针对当前现实需求的一种创新。”

蛇年说蛇纹

蛇在当今生活里算不上比较流行的大众图案，但是

由其形态演化而成的各类蛇纹却一直出现在生活里。这

些并不一定是有头有尾的具象形象，通常以回字纹、八字

纹、卷曲纹等内敛地简化呈现，很多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

识到，所用织物上的图形就是蛇形纹样的简化演变和留

存，其中蕴含着美好的寓意。

若是观照古人的生活，写实的蛇形图案却不鲜见。

比如人类的起源始祖伏羲和女娲最早便是人首蛇身的形

象，这在早期帛画上常见；玄武作为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

的灵物，其图案也广为人知；还有俗语中“蛇盘竹，日富

足”“蛇盘兔，辈辈富”分别代表的蛇盘竹图案和蛇盘兔图

案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急救120的标志就是蛇绕手

杖的形象，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医学的通识视觉元素之一，

象征着复活与重生、治愈与健康。而在古埃及，法老身上

也经常出现蛇形纹饰，代表着权力。总体而言，蛇象征着

智慧、敏锐，多子多福、威严、财富、健康等深厚的文化内

涵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祈愿。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如意形缠枝莲纹。

图为在江西景德镇，一位陶瓷匠人正在观赏瓷器。 新华社 图

精美的织锦。 新华社 图

伏羲和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 受访者供图

“蛇盘兔，辈辈富”图样。 受访者供图 玄武纹样。 受访者供图

央视蛇年春晚主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