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七夕节。2006年5月，包括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在内
的传统节日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夕节又称乞巧节、七
巧节或七姐诞“女儿节”，发
源于中国，流行于东亚各
国。七夕节经历了两千多年
的传承演变，衍生出丰富的
节俗活动，七夕文化给予了
我们丰富的文化遗存：自由
神圣的爱情观、勤奋朴实的
劳动观、积极进取的精神、
纯正规范的道德观等一系列
的价值观念，以及诠释的爱
情永恒的主题及其现实意
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
不同的文化领域中自觉不自
觉地反复出现，展示其永恒
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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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织女作为空中的两颗耀
眼的星宿，成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主
角，降落到人间，演变成了一个美
丽的神话传说。

“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
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
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
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
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
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
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关于牛郎
织女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北朝任昉
所著的《述异记》。

从先秦到汉代，牵牛织女的神
话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并得到发
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故
事基本定型，并与民俗节日七夕结
合，从此这则神话故事在文学殿堂
中大放异彩，同时在民间文化中广
泛传播。

在中国古代，七夕节又叫乞巧
节，乞巧节，顾名思义就是家里的
姑娘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乞巧的
方式，不同地区各有不同。穿针引
线，小物品竞巧是古时最早、最常
见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
世，许多古籍中都对这一活动有所
记载。古时七夕节日的传统习俗还
包括喜蛛应巧、投针验巧、种生求
子、供奉“磨喝乐”、吃巧果、拜
织女、拜魁星、晒书、晒衣、贺牛
生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的七
夕节也不断发展演变增添新的内
容。

这些岁时节俗活动，都是由中
国古代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发展演
化而来。人们根据天候、气象等变
化，总结出农业生产的相关经验与
习俗，进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岁时节
令习俗，同人们的精神文化与心理
愿望相契合，表达了人们崇神辟
邪、驱灾避厄、子孙繁衍、喜庆丰
禳等信仰与心理愿望，从而以强化
家庭、家族与民族的情感联系，同
时也满足了人们放松身心的娱乐性
需求。

古代七夕
丰富的文化内涵

“今日云耕渡鹊桥，应非
脉脉与迢迢”。优美浪漫的
七夕传说从古至今歌颂着中
国劳动人民的坚贞爱情，这
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
事，更是一段民族特色文化
的沿袭。而贯穿其中的，便
是传承千百年永恒不变的美
好爱情。

可以说，七夕节是我国
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之
一。牛郎织女的故事之所以
感人并被千百年流传下来，
就在于人们对爱情、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和憧憬。牛郎和
织女虽每年只能相聚一次，
但他们抛却世俗、奋不顾身
的相爱之情却是如此感天动
地。他们的故事精彩诠释了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随着时代的发

展，曾经上至宫廷贵族，下
至市井平民都喜闻乐见的

“乞巧”逐渐淡出现代人的
生活，而曾经作为推动节日
传承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
却开始逐步取代乞巧，成为
现代七夕节庆的主要内容。

近些年来，七夕节这个
传统节日在年轻一代人心中
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烙印，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节日被
不少人赋予了新的色彩，那
便是中国的情人节。而七夕
在古代是妇女的节日，并无
情侣互相表达爱意的风俗，
现代在商家和民俗家的联合
推动下才有了所谓中国的

“情人节”“爱情节”一称。
七夕节对很多人而言，

就是情侣之间吃个烛光晚
餐，看场电影，送个鲜花，但

是当各种商家以“中国的情
人节”为主题来宣传和包装
七夕节的时候，或许早已忘
记了这个从银河两岸闪闪发
光的两颗星，到被人们赋予
了一个悲欢离合故事传统节
日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今天，同是中华文化
圈的日本、韩国依旧存在着
七夕节。七夕节在日本和韩
国都没有成为情人节，反而
保留着最传统的节日方式。

日韩都延续了乞巧的风
俗和习惯，都是在祈求姑娘
们心灵手巧。这一天，日本
人在诗笺上写下愿望和诗
歌，然后挂在院内的小竹子
上。在韩国，年轻的姑娘们
把瓜果放在桌子上磕头祈
求，让女人们织布的手艺越
来越好。

传承永恒不变的美好爱情

在中国，七夕节当下正
经历着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
节的蜕变。有学者认为，这
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重构。它
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
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在中
国节日体系中，从此增加情
人节的设置，丰富了社会成
员的生活内容；由于多种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七夕节的重
构，无形中，有效地帮助七
夕节摆脱生存困境，促进了
节日的重振复兴。

节日变味、“人造节日”
冲击……如今，传统节日面
临一系列问题。近年来，“传
统节日危机”的担忧甚嚣尘
上 ，相 关 话 题 频 频 见 诸 媒
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重
拾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成为
大多数人的心里期盼。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
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

曾 表 示 ：“ 从 传 统 故 事 来
说，七夕纪念的是夫妻间忠
贞不渝的情感，而非一般意
义上的‘情人’。传统的七
夕节有特定的内涵和传统，
没必要将其更名去和其他节
日作类比。2006年，七夕节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这更说明全社
会都应该把这个节日作为中
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加以保
护。如今，七夕节被过成了

‘中国情人节’，是把七夕节
文化庸俗化了。”

对此，乌丙安表示，传
统节日的变味有商家不正确
引导的原因，传统节日不该
被简单地等同于“假日”“消
费日”，要守住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在过传统节日时，
我们应该在其原本的文化内
涵上做文章，结合时代特点，
通过一些新鲜形式，把传统
文化过得时尚、有品质。”乌

丙安举例，七夕节，最该提
倡的就是夫妻和睦，社区完
全可以通过组织新婚夫妻走
鹊桥的活动，促进夫妻感
情，宣扬传统文化。

如何重振传统节日？专
家表示，重振传统节日需要
借助公众、媒体、专家等各
方面的力量进行引导。更为
重要的是，要将传统节日的
文化内涵有力有效地进行说
明，并直接传达给公众。虽
然存在一定难度，但需摆正
姿态，直面问题。继承传统
文化不意味着故步自封，现
代人应当在继承的同时，发
掘、创造符合现代生活方式
的节日仪式与民俗，从而实
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在依靠文化征服世界的今
天，政府及有关人士更应积
极努力地挖掘一度被忽视的
传统节俗文化，重申它的价
值和意义。 晚综

如何重振传统文化

□刘天放

今天是七夕，它是我国特有
的传统节日。不过近年来，随着
一些人开始过“情人节”，人们
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爱情经
济”上，却无意中忽视了对七夕
节文化内涵的发掘、研究和传
承。

然而，越是在这个时候，七
夕节就越应该得到重视，以让这
个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节日展现
更多的个性和文化含量，使因七
夕节产生的七夕文化魅力更足，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七夕本
就该作为文化遗产加以挖掘和传
承，以更好地启迪后人。因此，
发挥创新智慧，在诸如讲好中国
故事、服装设计、风俗传承、文
学创作以及各种联谊、聚会活动
等方面，当以如今年轻人的偏爱
将七夕文化发扬光大。

总之，就是要让七夕文化中
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以使
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此才能从
七 夕 节 看 到 更 多 的 “ 中 国 元
素”，使其更具“中国魅力”，也
才能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永
远熠熠生辉。

让七夕文化
展现更多“中国魅力”

穿针乞巧
七夕之夜，民间女子当庭布

筵，虔诚跪拜织女星，乞求保佑自
己心灵手巧。

漂针试巧
少女以盂盛水，放在太阳下

曝晒，然后放针在水里，看形成的
图案如何，预示着是否心灵手巧。

种生求子
在七夕节到来的前几天，将

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瓷碗中，
将长出的芽以红、蓝丝绳扎成一
束，称为“种生”。

染指甲
染指甲是西南一带的七夕习

俗，四川省诸多县以及贵州、广东
两地，也有此风俗。

洗发
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

在七夕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
头发，传说不仅可以让女性年轻
美丽，还可让未婚的女子尽快找
到如意郎君。

接露水
浙江农村，在七夕时流行着

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
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
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
眼明手快。

拜织女
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

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
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围坐在
桌前向织女星默祷，默念自己的
心事。

吃巧果
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

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

七夕习俗，你知道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