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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亘古不变的主题。每个人都
企求完美的爱情，但事情终难尽如人意，
于是就演绎出无数的悲情爱情传说，这其
中又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最为典型。
又一个七夕节将临，天人合一，暑消秋长，
不免让人思绪万千，心香一瓣缥缈到瑶台
之上。

发源民间

牛郎织女传说位居我国四大民间爱
情故事首位，比之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
与祝英台、白蛇传，其对于爱情的坚贞不
渝，更具平民色彩。

仔细想想，天帝最小的女儿织女，那
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掌上明珠，更让
人怜爱的是她心灵手巧，擅织锦缎。早
上，她把自织的彩锦撒向东海边悬为朝
霞，傍晚围至西山扯做晚霞，白天则漫空
铺展，凝成白云。这么一位美丽多情的天
仙，原应嫁给官宦名流，谁料她却嫁给了
家境贫寒、遭兄嫂嫌弃的放牛娃？姑不论
牛郎是怎么听从老牛的话，偷走了织女的
仙衣，导致织女无法返回天庭，结果是织
女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贫如洗的牛郎，在
人间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故事
若到此收尾，便缺乏回味，高潮是王母娘
娘获悉女儿下嫁人间，恼羞成怒，派天兵
天将把织女抓回天宫；不自量力的牛郎竟
冲破艰险，肩挑一双儿女追上天庭，欲讨
回爱妻；狠心的王母娘娘拔下金簪，划一
道天河，两位有情人天各一方。但最后王
母娘娘也不忍女儿终日以泪洗面，默允一
年一度七夕日由喜鹊搭一座七彩虹桥，让
二人在桥上会面。

七夕相会是牛郎织女传说故事中最
为精美的一笔。鸟鹊们纷纷飞向天空为
他们相会搭桥，这一神奇诡谲的现象，看
似荒诞，实是人类心理感情的最大满足，
也寄予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由此，竟
衍生出七夕这么一个传统节日，让普天下
的有情人为之疯狂纪念。

相比西方的情人节，我们的七夕节内
涵是多么饱满与丰富。这个故事可谓几
经往还，峰回路转，给人以太大的震撼，太
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封建礼教桎梏人们
婚姻爱情的历史长河中，在饥寒交迫的民
众生活里，目不识丁的贫苦男儿最大的愿
望就是娶回一位心地善良的妻子，男耕女
织，夫妻恩爱，甜蜜生活。这种演绎是普
通老百姓心理的真实映现，是原汁原味的
口头文学。相比之下，孟姜女、梁祝、白蛇
传经过文人太多的加工，缺乏民众传承的
基础和元素。牛郎织女的故事成为我国
传统爱情的重要一笔，并由此衍生出一种
专属的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虽是个奇
迹，也不难理解。

这个传说的流布形式和方法十分独
特。夏秋之夜，繁星点点，院中纳凉，仰望
星空，“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儿女们不免偎依在父母身边缠着听
故事。父母亲首先就指着天上的牛郎织
女星，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包容
了太多的情节和悬念，饱含了太多的幻想
与渴望，怎么连缀和熔铸都不为过；稚儿
们就在这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恩爱情仇
中进入梦境，家长们却总是一次次沉浸在
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伤感与哀怨、浪漫与美
丽、幸福与甜蜜中难以入眠。而情窦初开
的少女被夜纱遮住羞红的脸庞，在故事尾
声处作假寐状，内心则波翻浪涌，浮想联
翩，既羡织女心灵手巧，又叹织女坚贞不
渝，由人推己，心绪不宁，如意郎君他在何
方？不免心中默默祈祷。

于是，七月初七，牛郎织女会面的日
子就成了人间心海排遣不开的七夕节。
女子们带着羞于人语的无限心事，借着此
夜，避开人们的视线，到葡萄架下偷听牛
郎织女夜半无人的喁喁私语，抑或在院中
摆上供品，乞求织女心意传道，赐授技
艺。故而，七夕节亦称女儿节或乞巧节，
这一天，聪明、富贵、美貌等都可乞得。当
然，首要的还是乞良缘。今年，鲁山还要
隆重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节”系列
文化活动，我通过民间走访，搜集整理了
一首流传在鲁山地区的《乞巧歌》，歌词是
这样的：

七月初七天门开，
一朵彩云落下来，
彩云里降下九天仙，
九仙女给俺送巧来。

天上星星数不清，
葡萄架下月不明，
牛郎织女鹊桥会，
搅得俺心里乱怦怦。

夜深人静秋似水，
虫儿唧唧人不寐。
当院里摆上小方桌，
小方桌摆上鲜瓜果。

七月星儿的大枣甜生生，
七月星儿的花生白丁丁，
七月星儿的葡萄甜丝丝，
七月星儿的苹果脆铮铮。

双手合十心虔诚，
闭上双眼脸发红。
情思一瓣到瑶台，
乞求九仙女显神灵。

乞我十指巧又巧，
穿针引线擅女工。
不描龙来不画凤；
单绣禽鸟小生灵。

绣对鹁鸽嘴对嘴，
绣对兔儿卧草丛，
绣对喜鹊喳喳叫，
绣对鸳鸯戏水中。

乞俺有张好容颜，
乞俺伶俐又聪明，
乞俺事事都遂心，
嫁个如意好郎君。

绝唱千古

说起七夕的乞巧，汉代就有了。《西
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
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唐宋诗词更
是屡屡提及。唐王建诗曰：“阑珊星斗缀
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红颜薄命，皇宫
犹如天宫，宫女们日日幽居其中，最是盼
望像织女一样能嫁得如意郎君。又有

《七夕》诗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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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穿针方有兴，纤纤初月苦
难留。”从这些唐诗中可以看出，唐时仰
望秋月，家家乞巧。到了宋元，七夕乞巧
之鼎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京城中设
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称乞巧市，从七
月初一开始，乞巧市上即车水马龙，人流
如潮，七夕前更是车马难行，人山人海，
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

作为农耕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作为介
乎唐宋京城之间、距离宛洛卞都比较近的

鲁山，因牛郎织女发祥于此，可以想象，七
夕乞巧之盛当然是在情理之中。

七夕古诗不胜枚举，全唐诗即载入68
首。综观这些诗词，除了记述七夕民风民
俗及对这个故事的喜爱、对真挚爱情的向
往与追求、对封建礼教的诅咒外，更多的
是慨叹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会面的欢
情与离恨，诚如白居易《七夕》诗言：“烟霄
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
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在这个故事形
成初期，歌者的着眼点局限在牛郎织女的
离愁别绪上。脍炙人口的古诗十九首中

《迢迢牵牛星》是最好的注解：“迢迢牵牛
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
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
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
语。”相爱的人分隔在一水两岸无法逾
越，咫尺天涯却只能脉脉凝望，这是何等
的痛苦。“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
恨多”“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
年”……短暂的相会根本弥补不了经年
的别离。而李商隐亦不愧为大家，关于
七夕，他就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别开生
面，翻新主题：“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
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
度来。”而宋代大诗人秦观的《鹊桥仙》更
是新弹琵琶，把这一音响进一步升华，引
入高亢嘹亮的境界：“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可谓金石裂帛，掷地有声，
与白居易《长恨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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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明皇与杨贵妃为爱情而殉
道的悲壮，有异曲同工之妙。秦观赋予了
这个神话故事以新的含义，把他们的爱情
演绎出一种高尚的情操，让这一千古绝唱
真正唱响人间。

由牛郎织女这个传说故事演绎出的
七夕节所饱含的文化意蕴说不尽，道不
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男女老少都可
从这个千古绝唱中弹拨出心灵的共鸣
点。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山河巨变，情丝
不改。鲁山，作为牛郎织女民俗文化的发
祥地，具有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原生性、
遗址遗存的完好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民风民俗的延续性，2009年被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
乡”，这是平顶山人民的骄傲。每年七夕
节，鲁山都要举办七夕系列民俗文化活
动，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很好的
传承。

仰望星空，为寻找那条赋予了人类太
多情感的银河，我常常站在鲁峰山上浮想
联翩，心香一瓣缥缈到瑶台之上：天人合
一，七夕情缘不断，愿我们都来守护这最
为美好的精神家园。

鲁山地处我国南北分界线大秦岭山系
八百里伏牛山东麓，位于亚热带和暖温带
交叉地带，也是汉水、淮河、黄河三大水系
支源地荟萃之区，这片土地钟灵毓秀，名人
辈出，是汉字始祖仓颉，春秋战国时期伟大
的思想家、科学家墨子等名人故里。同时，
也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楚长城、
汉代冶铁遗址等大量文化遗址遗存见证了
中华文明的繁衍与传承。

鲁山山地面积占70%，土薄石厚，适宜
柞树生长。鲁山柞蚕养殖由上古时期嫘祖
传教。鲁山柞蚕丝绸始于夏代，刘累迁鲁
县后，邑民把丝织品作赋上交。唐代，鲁山
绸已为宫中珍品，时任县令元德秀曾以鲁
山绸进贡。盛产柞蚕丝绸的鲁山南控襄
宛，北扼伊洛，汉属南阳，唐归洛阳，是宛洛
茶马古道的咽喉要塞，至今仍有鲁阳关、歇
马岭关、娘娘关等关隘遗迹。清乾隆中后
期，鲁山西关宛洛古道两侧设有占地 100
多亩的骆驼场，专门为南北往返的驼队提
供歇脚食宿服务。鲁山绸被驼队沿古“丝
绸之路”经洛阳、长安、新疆，向西运到西
域、亚欧各国；向南经南阳、襄樊、汉口，经
水路运往海外。鲁山丝绸品质优良，声名
远播，1915年2月，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瑞士“好士门”公司专营鲁山绸十
余代。

牛郎织女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盛产柞蚕
丝绸的热土上。《鲁山县辛集乡地名志》记
载：古时，孙义村有一姓孙名守义的小伙
子，忠厚朴实，常在鲁山坡上放牛，俗名牛
郎。一天，玉皇的九个女儿在鲁山坡根潭
洗澡，孙守义拿走了九妹（即织女）的衣裳，
九妹遂与牛郎成亲。鲁山是牛郎的故乡，
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也是织女文化
的发祥地。孙义村孙姓村民均自称为“牛
郎孙”，尊牛郎为老祖爷、织女为老祖奶，称
玉皇大帝为老天外爷，每逢农历正月十五、
二月初二、七月初七和腊月初八，都会举行
隆重的纪念活动。古时，在鲁峰山周围的
村庄每逢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有举办
传统庙会的习俗，皆因牛郎织女而设立，庙
会上既有戏剧表演、山歌对唱、祭祀牛郎织
女等活动，更有丝绸、农具、瓷器、牲畜等商
品交易，热闹非凡，彰显了牛郎故里人们的
幸福生活。鲁峰山山势大部分坡度较缓，
柞树茂密，气候宜人，周边群众自古有养蚕
织绸的传统，他们把蚕称为“天虫”，把柞蚕
丝织成的绸称为“仙女织”。传说织女下凡
鲁峰山与牛郎结缘后，将天宫吐丝的“天
虫”带到人间，并教人养蚕缫丝，织绸制衣，
惠泽百姓。1994 年版《鲁山县志》“概述”
记述道：“历史上有名的丝绸，质地优良，借
鲁峰山牛郎织女传说称鲁山绸为‘织女
织’。”

牛郎织女文化遗迹遗存也见诸典籍记
载。明嘉靖《鲁山县志》为鲁山现存最早的
一部志书，志中所录唯一一个山洞即牛郎
洞。志载：“牛郎洞在瑞云观下，半山，面
南，内立牛郎神。”记载一个潭即九女潭，

“九女（传织女为玉帝之九女）潭在县东十
八里鲁山之下，潭上有九女、龙王庙。”至今
围绕鲁峰山仍有牛郎洞、织女潭、牛郎坟、
织女梳妆台、牛郎织女殿等遗迹十多处，并
出土有麒麟石门墩等文物。2009年2月18
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出决定，命名鲁
山县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

鲁山丝绸与七夕文化同根同源，一脉
相承，同源于千年古县鲁山，并被世世代代
传承弘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
瑰宝。鲁山丝绸是代表七夕传统文化的重
要物质遗产，它因有牛郎织女传说而更具
神秘色彩，更具厚重内涵。七夕文化也因
鲁山丝绸的传承发展更具时代魅力，更加
源远流长。

迢迢牵牛星光灿，皎皎织女银河闪。
人们谈到传统节日七夕，就离不开牛郎织
女的传说；而要谈牛郎织女传说，就不能
不提其发源地鲁山，即被称为牛郎故里的
鲁山县辛集乡孙义村。这里不仅积淀着
丰厚的牛郎织女民俗文化遗存，还拥有一
代代热爱牛郎织女文化的守护者。作为
一个鲁山人，我很庆幸，自己能够生长于
这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故土，从
小就能听到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首，熠熠闪
光的牛郎织女文化也让鲁山随着它名扬
海内。

鲁山，古称鲁阳，因城地处鲁山之阳
而得名，而距离鲁山县城最近的鲁峰山，
漫山遍野都飘散着牛郎织女文化的清
香。鲁山的牛郎织女活动遗迹，一为鲁山
城东鲁山坡之牛郎洞、九女潭及其周围；
二为县城西北背孜乡之九峰山，又叫九女
峰；三为县城西部下汤镇朝阳观山之九女
洞。这里洞、潭、山三处遗迹呈三角形分
布，各相距 25 公里开外。牛郎织女的结
合，让鲁山自此开始养蚕，造福人民。鲁
山养殖柞蚕的蚕倌，每年都要祭祀蚕姑奶
奶，就是玉皇大帝的九女儿织女。据传织
女不断把天上的仙物带到人间，造福人
类。后来牛郎升天，他自然就被故里乡邻
奉为庇护神，而牛郎洞则作为农耕人家必
祀的场所。

七夕节夜晚，人们可以在葡萄架下听
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现如今更有人说

“牛郎坟前葡萄甜”，这里的葡萄肉厚、
色鲜、味甜，难怪辛集乡万亩葡萄能成
为远近闻名的品牌葡萄，我想一定是和
这里的地缘有关。牛郎织女被孙义村
的孙氏后裔敬奉为祖先，写进了家谱，供
奉在鲁峰山瑞云观里。他们在自己开创
的地域上享受着后人的祭拜，为后人留
下了丰富的财富，护佑着后裔和一方乐

土，这便是鲁山的牛郎织女，牛郎织女
的鲁山。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鲁山人以农耕、
畜牧、丝织为主，创造了灿烂的耕织文化，
也塑造了牛郎织女的奇缘爱情故事。古
老的人文历史、丰厚的遗存遗址，把美丽
鲁山的民风、民俗、民情、民事浸染得更加
独特而浓郁。牛郎织女传说正是鲁山人
崇尚勤劳勇敢、和睦团结、丰衣足食、夫妻
恩爱的幸福生活写照，时至今日依然具有
鲜活的生命力。七夕民俗文化之所以能
够如此经久不衰，鲁山乃至各地的民俗文
化守望者功不可没。

孙义村村民是守望牛郎织女民俗文
化的主体。村里的“许四妮”们，多是不认
识字的农家妇女，仅凭母亲、亲戚等的口
耳相传，竟能演唱上百首与牛郎织女有关
的民歌、民谣，把这些珍贵的原生态文化
元素保留下来。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们竭
才尽智，挖掘整理出诸多文字、声像、资
料、文献、遗存等，让传说变成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体，为后人继续研究、挖掘提供
了依据。鲁山县委、县政府更是投入资
金，制定牛郎织女文化长期保护、开发规
划，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传承。自 2009
年始，鲁山官方和民间年年都举办各种形
式的七夕文化活动。正是有了这么多人
的守望，鲁峰山一带才保留了如此多牛郎
织女文化的活化石。

道义的守望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从 1997 年 8 月鲁山坡瑞云观牛郎织
女文化遗址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开始，二十多年来，在众多文化守望
者的不懈努力下，鲁山七夕民俗文化的
品牌越做越大，最终做成了国字号的品
牌——2009 年 2 月 18 日鲁山县被正式命
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这是对
鲁山厚重历史文化及民俗文化的充分认
可，是对怀着拳拳之心的文化守望者的最
大回报，是鲁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
的一座丰碑。

去年，过去一直由县级主办的鲁山一
年一度的牛郎织女七夕民俗文化活动一
跃升级为由中国民协和河南省文联主办，
上升至国家级重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让
七夕守望者们无不激动欣慰，奔走相告。
当前，鲁山县委、县政府制定的打造“三都
一地”新战略，即智慧之都、家纺之都、花
瓷之都和牛郎织女爱情圣地，将以鲁山坡
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把鲁山打造成更具美
誉度的爱情圣地。

牛郎故里鲁峰耸翠钟灵毓秀，这里的
文化守望者与金钱、利益扯不上关系，更
多的是默默奉献，是一种纯粹的喜欢，是
一种执着的守护，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
一种保护民俗文化的情怀。是他们的存
在，让我等后辈增强了文化自信，让牛郎
织女这朵文化奇葩永远绽放，传唱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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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文化

孙义村村民是守望牛郎织女民俗文化的主要力量。
冯洪波 摄

每年七夕节，鲁山县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民俗表演、祭祀供奉、集体婚礼……丰富多彩。 何元生 摄

七夕节来鲁山，体验一把古朴热闹的传统婚礼。
冯洪波 摄

汉式集体婚礼上甜蜜的小夫妻。 何元生 摄

汉式集体婚礼上幸福的老夫妻。 何元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