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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里的七夕每一个民俗节日，都是以
各种民俗事象为基本要素构成
的。在中华民族种类繁多的传
统节日中，早在汉代就已有明
确记载的七夕节，由于其仪式
和娱乐活动的丰富与趣味性，
很早便成为宫廷画家们热衷描
绘的主题。这些艺术作品，承
载着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生活的
美好祝福。

↑→《唐宫七夕乞巧图》（局部） 佚名

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
尤其是人物画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据

《唐朝名画录》记载，擅长画仕女人物、
宫廷游宴的张萱，就曾绘过《宫中七夕
乞巧图》，虽然该幅作品未能流传下来，
但是从他流传下来的两幅北宋的临摹作
品，即 《虢国夫人游春图》 和 《捣练
图》中不难窥见乞巧仕女的艳丽姿容和
丰肥体貌。那么，唐朝的仕女们七夕节
都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现藏于美国大
都会博物馆的《唐宫七夕乞巧图》给了
我们了解这一重要节庆活动一些启示。

画中的仕女头梳发髻，身着高腰襦
裙，位于画面中心的水平线上。工字形
廊院内的两名仕女似乎在进行洒扫事
宜，左边青绿琉璃瓦装饰的回廊中的仕
女则正在为稍后的乞巧活动备置碗碟、
茶酒果品等什物。乞巧活动在中间天井
中达到高潮，在拼连在一起的两张黑色
圆脚矮方桌周围，仕女们或坐或立，似
乎在等待乞巧活动的正式开始。

《宋朝名画评》载有燕文贵的《七
夕夜市图》，“自安业界北头向东至潘楼
竹木市井，尽存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
备。”（《清河书画舫》卷五） 七夕节和

夜市的组合，使得这个节日似乎一下子
鲜活生动了起来，仿佛夜市的喧闹、小
贩的叫卖、结伴的仕女、孩童的嬉笑、
熙攘的人群就在眼畔耳旁。作为反映城
市经济发展和城乡生活的宋代风俗画的
其中一种，《七夕图》《货郎图》此类作
品虽被后世文人认为俗气，然而在中国
的绘画史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宋代的七夕图像虽已不存，但留存
下来的记载却丰富而详尽，从风俗习惯
到文学记述、甚至于假日的吃穿用度都
一应俱全。据宋人吴自牧在 《梦粱录》
中的记载，七月七日当天，全城的儿童
女子，无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还
要在高楼危榭之上安排宴会，以欢度节
日。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庭院之中设香

案、摆酒果，女郎们望月而拜，然后向牛、
女二星乞巧。

在饮食上，也很有讲究。在七夕节
前，妇人们便要以红熬鸡以及其他的时
新果品，互相馈赠，取吉庆之意。负责
果品进贡的蜜煎局还会在市场上售卖水
蜜木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还
记载售卖七夕物品的乞巧市的热闹场
景，“自七月初一为始，车马喧阗，七夕
前两三日，车马再次壅遏，不复得出，
至夜方散。”这欢愉热闹的节日气氛不难
让人想象宋代市民城市生活的美好。

这种节日的欢愉既延续到了明清两
代，也同样体现在书画创作之中。“吴门
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所绘的 《乞巧
图》 中的女子个个丰颐长面、溜肩细

腰、眼眉窄长、樱桃小口，人物线条则
细匀劲利、悠缓自然。画面人物三五成
群地在进行各项乞巧活动，人物前后顾
盼、彼此呼应，充满闲适优雅的意味。

而清代画家陈枚 《月曼清游图册》
之《八月桐荫乞巧》则详细描绘了“投
针验巧”这一习俗。作为七夕穿针乞巧
风俗的变体，它既源于穿针，又不同于
穿针，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节俗。

从唐宫到清廷，历经多少斗转星
移。共同的节日，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一
纸名称，一首诗歌，抑或一幅绘画；而
是一份从古至今未曾改变的对生活的热
情，使得我们在观看画作的同时，似乎
能在历经千年的七夕节这头，遥望古
人，与之同乐。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