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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四妮兄弟姐妹5人，唯有排行老
四的她爱好并继承了母亲的牛郎织女
故事传说。她膝下两儿两女，均已成家
立业，小孙女最喜欢偎在她身边听牛郎
织女的传说。如今，她的二儿媳和十来
岁的小孙女每到七夕节都会跟着她表
演节目、唱民歌。

“俺家族出了9个大学生，最出息
的当了外交部翻译官。”许四妮说，她的
嫡孙辈中近几年也出了好几个大学生，
而她年轻时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没机
会学习，只上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

“文革”期间，村里的牛郎织女庙被
拆，塑像也被毁，许四妮找自己当家的
拉了一些建筑材料到村中心的祠堂进
行重建。

采访当中，有关牛郎织女的民歌民
谣许四妮张口就来。这些歌谣当中，有
些是许四妮的母亲李秀英传下来的，还
有她和同族人后来改编的。

许四妮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
是旧时代封建礼教的粗暴干涉造成的，
所以，牛郎的族人都将牛郎织女团圆、
结婚生子，过上美好新生活编入故事，
利用歌谣的形式传唱下来，以此寄寓对
美好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新
中国提倡婚姻自由了，这些歌谣里就有
了更丰富的内容”。

“我妈在世的时候，常常叮嘱我别
忘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要我坚持传唱下
去。”

许四妮说，“文革”期间，乡间传唱
的都是斗封建地主、控诉旧时代罪恶的

“放牛娃”故事，没人敢唱谈情说爱、卿
卿我我的“牛郎歌”了，但是她恪守母训
一直没忘记这些歌谣和传说，“一辈子
都不会忘！不但不会忘，我还会将牛郎
织女的故事唱进新时代。”

“牛郎织女传说”传承人许四妮：

将牛郎织女的故事唱进新时代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牛郎织女》与《白蛇传》《孟姜女》《梁
山伯与祝英台》并称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
说，与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节日是七夕

节。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2012年，第三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出，鲁山县许四妮

凭“牛郎织女传说”获选。10月21日，霜降
之前，孙义村里、露峰山下、牛郎洞口、九女
潭边……记者与许四妮边走边聊，许四妮
嘹亮的歌声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四处洒
遍。

从鲁山县城乘车到辛集乡孙义村有七
八公里的路程。由于没有直通该村的公交
和客车，记者只得打出租车，七拐八绕，才
算到了村里。在村委会门口，66岁的许四
妮已守候多时。朴实亲切的笑容，谦和慈
祥的神态，典型农人的装扮，难以想象那一

串串灵动的民间情歌是从她的口中“飞”出
来的。

迄今为止，许四妮传唱牛郎织女传说
已近40年。她有一种魔力，民歌一开口，就
能让你静下来，暂时抛去尘世的烦忧。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许四妮是从母

亲李秀英（已故）口中听传下来的，而母
亲又是得到了姥姥的亲传。晚年的李秀
英在寺庙中生活了几十年，曾带着年少
的许四妮到武当山、少林寺、中岳庙等佛
道圣地朝拜，后以 101 岁高龄殁于露峰山
上。

露峰山，俗称鲁山坡，远看是一个锥形
的山峰，在鲁山县城东9公里处，乃平原突
起而成，为鲁山古八景之首，史称“鲁山独
秀”。

秋日的下午，与许四妮一前一后行走
在山间，少了姹紫嫣红，多了远山含黛，在
太阳的映照下，生出意象万千、胸襟开阔之
感。

转身回望，孙义村已经处在鲁山坡脚
下的平田里了。孙义村行政上隶属辛集
乡，称为新义村，当地百姓习惯上仍叫孙义
庄、孙庄，因牛郎孙守义而得名，该村千余
人口均姓孙，奉牛郎孙守义、织女张九姑为
始祖。

许四妮年少时跟着母亲李秀英经常穿
梭往来于村子和鲁山坡之间，坡内还有九
女潭、九女山、九女洞等，那是织女活动的
地方。

九女山在何处？许四妮说，九女山又
叫九峰山，在鲁山坡西北40公里背孜乡与
汝州交界处，主峰海拔893米，峰顶有祖爷

庙。
正说话间，竟已走到了半山腰西部的

一处潭边。“这就是九女潭，是玉皇大帝的
第九个女儿织女洗澡的地方，也是织女和
牛郎相恋的地方。”

许四妮说，九女潭深不足3米，水面不
过40平方米，原来大石头上还有棒槌印，母
亲年轻时和村人经常在此浣衣。

关于九女潭，明嘉靖《鲁山县志》中有
记载：“九女潭，在县东北十八里鲁山之下，
潭上有九女庙、龙王庙。潭不加深，岁旱祈
雨立应。”

“我给你唱一段《九姑娘下凡》！”兴许
是触景生情，许四妮张口就来：“太阳高高
照鲁山，牛郎洞天连着银河湾。清水滢滢
九女潭，九天姑娘来下凡……九姑娘恋上
九女潭，得配牛郎好姻缘……”

别了九女潭，再往上走了几里山路，
身侧现出50余台阶，登上后，一处山洞赫
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牛郎洞！”许四妮
说。

牛郎洞古称“牛郎峒”，明嘉靖《鲁山县
志》载：“牛郎峒，在瑞云观下半山，面南，内
立牛郎神，民间凡马、牛生疾者，祈祷有
应。”“峒”后来习惯写为“洞”。

“原来这里有牛郎织女一家的塑像，最
后不见了。”许四妮说。

几个青年男女在洞内经由与洞顶相通
的一个口爬进爬出。记者好奇询问才知，
在此处扭转3圈，就可交上“桃花运”！

立于洞口南望天空一片晴朗，俯瞰沙
河两岸，沃野平川，千顷良田；远眺江淮分
水岭，横亘于天际。

这时，许四妮又开始唱了起来：“鲁山
坡南半腰有个洞，洞里曾住过牛郎仙。山
洞洞门三米高，洞口方向朝东南……”动听
的歌谣引得过往游人驻足倾听，现场还响
起了掌声。

下山时，许四妮一路歌声，将牛郎织女
的爱情故事洒满露峰山。记者注意到，她
每首唱词都不重样，不由惊叹起她的记忆
力之好。

回到孙义村里，该村的孙留孩告诉记
者，他从小就知道村上大多农户都喂牛，但
从未见到过有人杀牛。据说这是从古至今
列祖列宗流传下来的一条族规。

许四妮说，老黄牛牵线搭桥促成了
牛郎与织女的姻缘，才诞生并延续了孙
氏家族。所以孙氏族人都把老黄牛当作
大恩人，永远敬奉，代代相传。如每年农
历正月初一和正月十六早上，族人都要
把饺子放到牛槽里让牛吃，以表敬意和
诚谢。

在孙氏族裔中，牛郎所用的鞭子也是

灵物。《牛郎鞭》歌舞中，就有织女为牛郎缠
鞭子的细节。许四妮讲完唱道：“牛郎鞭，
织女缠，一缠鞭子扫庭院，上扫玉皇金銮
殿，下扫阎罗鬼门关……”

鲁山坡附近的人都知道鲁山坡东北麓
辛集街有个传统的“七夕会”，而且这个七
夕会是从孙义村移向外村的，每逢七夕节，
附近村人常将一些农用手工艺品，如荆篮、
柳筐、木凳、切刀、农具和地道的小吃等，拿
到集市上进行交易，集市上还会唱大戏。

农历二月初八是牛郎去世升天的日
子，族人称其为“天生日”，这一天，牛郎族

人要在孙氏祠堂祭祀牛郎。
许四妮说，孙义村的春季山歌会也独

具特色。鲁山坡在每年的仲春时节，即春
分至清明节之间，举行这个传统的山歌
会。山歌会纯属群众自发的文化娱乐形
式，活动以孙义村牛郎后裔的表演最为吸
引人，当地人称为“菜花节”“对花节”，每到
此时，她就组织表演，十分忙碌。

关于鲁山是牛郎织女七夕民俗文化故
里，我市著名民俗文化专家、历史学者潘民
中，郑州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罗家湘等专家
均进行了详细考证。

2008年 3月30日，即农历二月二
十三，正值桃杏花开、油菜花满山绽放
的时候，鲁山县委宣传部、文联、辛集
乡、文化局等组织了“牛郎故里春季山
歌会”活动，此次活动参与唱歌、登山、
婚礼、踏青的人数竟达5万之多，成为
鲁山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山歌
盛会。

“鲁山有个鲁山坡，擩到天里一半
多。云外雄鸡一声鸣，叫醒了俺的牛郎
哥。”“日头出来百花开，蜂蝶恋花为哪
朵来。九姑娘花为谁开，妹妹我是为谁
来。”许四妮说，这些甜美的民歌正是牛
郎后裔的心声，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
照。

“俺村过去交通可不方便。”许四妮
说，听老一辈说，过去村西南侧被大浪
河主河道所隔，东侧也被一条小河支流
所断，直到1967年，新修公路才从县城
经五里堡，到大浪河架起永久性水泥钢
筋桥。2000年，鲁山到平顶山市区之
间的鲁平大道修通，此路在孙义村南侧
一公里外。真正能乘汽车进入孙义村，
是在近两三年。

近年来，鲁山县委县政府积极开展
文化创意活动，在修复牛郎织女故里有
关遗迹，创建牛郎文化园等基础设施的
同时，通过策划创意，申报批准将农历
七月七定为“中国鲁山牛郎织女文化
节”“七夕爱情节”，举办一年一度的中
国鲁山牛郎织女文化节庆典活动。

许四妮的非遗证书

花甲农妇传唱牛郎织女近四十年

露峰山下踏寻牛郎织女的爱情足迹

七夕会、山歌会是牛郎故里两大习俗

有生之年她誓将
“牛郎织女”传唱下去

许四妮在牛郎洞口唱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