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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光时刻”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這是柔
情似水的七夕，這是佳期如夢的七夕。

這是一個有關愛與暖的傳統節日。在商家眼裏，
這是中國情人節；在社區眼裏，這是中國家庭節；
在學者眼裏，這是中國民俗節……這個傳承千年的
“乞巧節”“女兒節”“雙星節”，綿延着中國農
耕文化中最溫柔與浪漫的那一頁。

民俗之魅，民族之美。2006 年，七夕節被國務
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此後，“牛
郎織女”傳說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
錄。2018年，爲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文化和旅遊部非遺司首次在山東、廣東、甘肅三地
統籌開展七夕節體驗式活動。在濃郁的商業氛圍和
愛情渲染之下，七夕正洗去浮華、回歸本真，展現
民族節日最走心的氣質與靈魂。

回頭望去，早在西漢時期，牛郎織女便由星名
變成了男耕女織的神話人物，且被注入節日内涵之
中。在《淮南子》《風俗通》中，出現了“鳥鴉填
河橋而渡織女”和“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的傳說。民間随之産生了七夕夜外出看牛郎織女相
會的活動，宮廷亦有“穿七孔針”“跳于阖舞”之俗。
自此以後，七夕越發溫婉動人，承載文化、演變傳統，

成爲民族心理認同的一部分。
它是創造之節。《西京雜記》有言：“漢彩女

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具習之。”我
國廣東、乃至香港地區等，過七夕節仍保留着“乞巧”
的核心傳統。乞巧的本意，便在于創造與創新。中
華民族勤則不匮、自強不息，在節日文化中都洋溢
着推動生産力與社會進步之美。它是婚戀之節。“在
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這是中華民族最淳樸而真摯的
愛情觀。牛郎織女的故事，傳揚的是忠貞與堅守。

舉案齊眉、家和事興，快意人生、追求幸福，千百
年來，這恰恰是中華民族婚戀家庭觀的核心要素。

更重要的是，七夕傳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圓
滿”與“和合”的精髓。這是粗放卻質樸的中華民
族價值觀與世界觀，貫穿中華傳統文化的所有領域
和全部曆程——祭拜祈福裏“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愛情悲劇中“和而不同”的社會觀、民俗活動中“人
心和善”的道德觀……沉澱爲文化的“初心”，培
厚爲民族的根本。

或因如此，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
發展工程的意見》，首次将七夕節寫進頂層設計。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亦有全國人大代表提交《關于
延長和增加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節假日的建議》，呼
籲增設七夕節等爲法定節假日。凡此種種，皆說明
各界已然認識到七夕佳節的重要意義，重拾“遺失
的美好”、重溫七夕的浪漫。

這份美好、這份浪漫，是文化自信之源，亦是
文化軟實力之彰顯。年年七夕、今又七夕，不妨讓
這個洋溢愛與暖的日子，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高
光時刻”，聲徹寰宇、澤流遐裔。（鄧海建）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七夕。“天上鹊桥见，人间今宵圆。”在古代诗词中，
七夕是一个经典题材，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情人节”，
还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的“乞巧节”。让我们走
进诗词中的七夕，探寻民俗文化，品味其中的美好
寓意吧。

　　乞巧节：“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

　　在古代，七夕是乞巧节，其起源于汉代。东晋
葛洪在《西京杂记》即有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
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
　　“穿针乞巧”作为七夕的重要活动，在古人笔
下也屡被提及。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
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唐代诗人崔颢在《七
夕词》中曾这样描写七夕之夜家家乞巧、户户穿针，
长安朝野上下共同欢庆的盛况。唐代诗人林杰的《乞
巧》也有着关于民间七夕乞巧景象的描写：“七夕
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
穿尽红丝几万条。”
　　据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
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
孔针，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
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可见，除穿针乞巧外，蛛
丝乞巧也是七夕乞巧的重要习俗。
　　蜘蛛被乞巧的女子们视为吉祥的象征，看蜘蛛
织网的疏密也是来评判女子是否手巧的标志。“碧
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唐代诗人刘言
史在《七夕歌》中曾写过这种习俗。唐代诗人杜甫
在《牵牛织女》一诗中也有过描写：“蛛丝小人态，
曲缀瓜果中。”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辛未七夕》中
也曾提及 :“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情人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说起

七夕，相比于乞巧的风俗，现代人更多想到的是关
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给
七夕融入了浪漫色彩。从古代诗词来看，有人说，
是白居易的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让七夕成了

定情的代名词。
　　或许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充满着悲剧色彩，从
《古诗十九首》里《迢迢牵牛星》中的“盈盈一水
间，脉脉不得语”，到曹丕《燕歌行》中的“牵牛
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从白居易《七夕》
中的“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到李
清照《行香子 • 七夕》中的“星桥鹊驾，经年才见，
想离情、别恨难穷”……关于七夕的描写多是“欢
少离多”。
　　但宋代词人秦观却在《鹊桥仙》中为“爱情悲剧”
翻案，道出：“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
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
　　“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宋代
词人柳永也一返伤感情调，在《二郎神 • 炎光谢》
中抒发了对纯真爱情的美好祝愿和热烈向往。
　　除了爱情，还有借七夕抒写友情的——“缑山
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凤箫声断月明中，
举手谢时人欲去。” 宋代词人苏轼在《鹊桥仙 • 七
夕》一词中这样表达对朋友的情谊；也有在七夕夜
表达去国怀乡之感的——“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
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登秋。
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唐代诗人孟浩然七夕
佳节身在他乡，生起无限羁旅穷愁之感，思乡之情
油然而生。
　　细细品味七夕诗词，不难发现，从乞巧纳福的
习俗到牛郎织女的传说，无论是对心灵手巧的祈愿、
还是对美满姻缘的期盼，七夕从古至今都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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