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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的民俗文化阐释

王 天 鹏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　要］牛郎织女传说在中国是个经典的民俗传说。但牛郎织女何时七夕相会即牛郎织
女传说与七夕节何时合二为一在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七夕节具有社会性别的确认、生殖

崇拜、巩固家庭的稳定等功能。在社会转型期七夕节遭到冷遇有传统的断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冲击、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民俗的自然变迁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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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衰
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具有民俗忧患意识的学

者纷纷就民俗节日文化的保护问题交换意见，一时

间民俗节日的复兴和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成为学界

和民众间的一个热门话题。七夕节作为传统民俗节

日的代表，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本文以七夕

节作为切入点，对学界有争议的牛郎织女传说与七

夕的起源进行探讨，探求七夕节所蕴含的深层文化

内涵，分析作为民俗节日代表的七夕节受到冷遇的

原因，以期对中国的民俗节日保护问题给出一些方

法性的建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

绵薄之力。文中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但为抛砖引玉，

因此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

　　一、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的起源

牛郎织女名称首次出现于《诗经·小雅·大

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岐被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报箱。”在这

里牵牛织女两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仅是自然界中

的两个星辰，和牛郎织女的故事并未产生任何联系，

但是正是此文化因素，为牛郎织女传说的生成准备

了潜在的文化条件。班固《西都赋》云：“临乎昆明

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古诗十九

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进一步把爱情因素同牛郎织

女传说结合在一起，而且被编织为一段恩爱夫妻饱

受银河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三国时期的诗文也无

一提及牛郎织女相会之事，曹丕《燕歌行》：“牵牛织

女遥相望，尔独何故限河梁？”曹植《洛神赋》：“叹瓠

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从现有材料看，最早

说到牛郎织女相会的可靠记载见于西晋。《玉烛宝

典·七月孟秋》引傅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

织女会天河。”又引周处《风土记》：“夷则应履曲，七

齐河鼓礼。元吉。”原注：“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

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

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见者

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

求。”这两则记载明确说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并将七

夕节与牛郎织女传说联系在一起。东晋葛洪《西京

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穿七孔针于开襟

楼，人俱习之。”此段文字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女

子于七夕穿针乞巧的习俗已广泛流传。

从以上七夕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应是先有七

夕节的乞巧习俗，再有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

一些民俗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如中国著名民俗学家

汪玢玲就认为“人们误以为先有牛郎织女故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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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有七夕的”，［１］贺学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

确表示支持汪玢玲的观点，并说，因为有了“七

夕”———情人相会的诸多传说，最后才把牛郎织女

相会放在这样的日子，至于和“七夕”相关的乞子、

乞巧、乞一切幸福的习俗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事

实上先有独立的七夕乞巧的习俗，人们为了给予其

合理性的解释，逐渐融入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

据杨琳先生考证，牛郎织女传说是晋代以后才

渗入七夕节的。［２］２８７２９４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下文字来

进行反驳：“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七夕》：‘鹊桥已

成，织女将渡。’原注：《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

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

女故也。”但后来传世的《风俗通》中未有记载，也不

见于唐代各类书征引，据杨琳考证，当是张冠李戴。

一个习俗出现之后，需要一个世俗民情的解释

作为其存在价值的依托，节日的内涵就更为充实，更

能激发人们的兴致，节日也就更为热闹，从而才能产

生广泛持久的影响，这就是世界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大都有一个动人传说故事作为起源的原因。七夕节

与牛郎织女传说的结合原因也出于此。假如七夕节

不依托于牛郎织女传说，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可能

没那么大，甚至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就夭折了。

“习俗传说故事中所说的习俗起因和由来，并非都

是真正的起因，而是根据对习俗的看法，取其一点，

按着人们的愿望和理想，编织附会了种种的传说故

事。说成是某习俗的起因和由来，无非是为了增强

故事的可信性，更便于流传广远而已。……至于所

讲的故事是否是习俗的真正起因，人们倒是并不怎

么去注意考证它的。”［３］

　　二、七夕节的民俗文化功能

七夕节的乞巧习俗自东汉时期产生以来，虽历

经近两千年而没有消失，但是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

其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城

市化的兴起更导致以七夕节为代表的传统民俗节日

的衰落。这是否就意味着它们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不能传承下去，因而可以任其衰落置若罔闻呢？答

案是否定的，因为传统的民俗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

的历史积淀，虽然有的节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

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所在。而且传统的

民俗节日之所以有理由传承下去，也因为它们包含

着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功能。下面我们就以七夕节为

例来分析一下其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功能：

（一）社会性别的确认功能

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
起学术界最近一段时间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为了

与传统的生物意义上的性别（ｓｅｘ）相区分而在前面
加上了“社会”两字。社会性别是指不同文化赋予

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

义等现象。［４］传承近两千年的中国七夕乞巧习俗一

直承担着社会性别确认的功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男耕女织的家庭作业模

式，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伦理规范下，女性在

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角色被定位为狭隘的家庭织作，

社会不要求她们有多少智慧，只要手巧，做好家庭主

妇就可以了。“正是在劳作的过程中，个体实践了

社会赋予的责任，履行了社会规定的义务，凸现了文

化性别的意义，实现了社会性别的确认。”［５］

七夕节主要是女孩或已婚妇女的节日，但也有

少量男子参加。传统的农业社会对男子的期望则是

能够读书求学，成为士人，读书不成，则从事传统的

家庭耕作，这一社会性别的期望在七夕节中也得以

体现。七夕节中的儿童裁诗、拜魁星、晒书的仪式活

动则是强化男子的读书求取功名的活动，以此活动

同样实现对男子社会性别的确认。

（二）生殖崇拜的功能

乞巧是七夕节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所以七夕

节又有乞巧节之称。尽管各地乞巧活动各不相同，

但流行最为普遍的则是以针穿线。能够月下穿针表

面上是表现的心灵手巧，但其中暗含的则是生殖崇

拜的意蕴，穿针的成功意味着交合的成功。我们经

常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指的异地男女有缘结为

夫妻；“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也是指的把陌生男

女撮合成为夫妻。女娲造人时使用的工具也是线

绳，因此线绳的生殖文化意蕴是源远流长的。古代

情歌中常将男女的会合比喻为针线相连。明朝冯梦

龙《山歌一·瞒娘》中甚至有这样的比喻：“昨夜同

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跟头。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

轻轻哩介铲哩，铁线升粗慢慢哩抽。”这里将男根比

喻为针线，针线之喻的意蕴不言而喻。［２］２９５

穿针之所以在月下，并不单是因为能在月下穿

针意味着更加手巧，也有生殖崇拜的意蕴。太阳称

阳，而月亮称阴，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吞月而

孕的传说、梦月而孕的观念历史上非常流行。月亮

作为玉兔与蟾蜍的组合体，其实也是生殖崇拜的组

合。“母兔怀孕２８天生小兔，也是妇女月经周期的
天数，将兔子安置在月亮上并给予崇拜，无疑是古人

女阴崇拜的象征。蟾蜍生殖能力强，是生殖母体的

象征。”［６］因此，每当七夕之夜，一群妇女在月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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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引线，祈求家族满堂、子孙繁衍的含义非常明显。

因此，七夕乞巧，虽名为乞求心灵手巧，实是女

性用乞巧之名来掩饰其乞子之意的害羞心理。

（三）巩固家庭稳定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女子地位相对低下，男

子可以一妻多妾，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即使丈夫去

世，也不鼓励寡妇再嫁，自古以来无数的贞节牌坊可

以作为这方面的活生生的见证。除了有现实生活中

身边贞妇烈女的例子可以作为效仿之外，统治阶级还

编写了女性教材来进一步禁锢女性的身心，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女孝经》和《女论语》。书中宣扬男尊女卑

如同天尊地卑一样的道理；主张男有重婚之义，女无

再醮之夫等。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她们唯有靠

乞求自己心灵手巧、聪颖灵慧来换取男性的青睐，作

为巩固家庭地位的重要筹码。在七夕乞求的活动中

其中有两项是蛛丝卜巧和浮针试巧。若得巧，女性则

欣欣然，若不得巧，则惴惴不安直至叹息哭泣。这也

表现了女性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

运，只能用“赌博”的方式来占卜，期望自己心灵手巧，

以此来巩固自己家庭的稳定，不被男子抛弃。因此历

代文人的七夕诗词多对牛郎织女的不幸和人间乞巧

的女子抱以深切的同情，表达的不是牛郎织女相见的

愉悦，而是经年不得相见的哀怨。

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杜甫的《牵牛织女》诗。

“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

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

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

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杜诗从反民

俗的角度善意地告诫待嫁女子，在娘家要加强修养、

勤学女红，不要因为未出嫁而有丝毫的懈怠，因为这

都是为将来的出嫁作好准备，否则不会有好日子过。

到婆家要严守礼法、辛勤劳作，尽心侍奉家人，否则，

即使言语上有丝毫的差错，“英雄”的丈夫也定会打

骂管教。

　　三、七夕节遭冷遇的原因

七夕节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传

统的农业社会，七夕节妇孺皆知。每当七夕节到来

之际，街上车水马龙，数日方休。宋代罗烨、金盈之

辑的《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

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

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我们从乞巧市购买

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节的热闹景象。

人们自初一就开始置办乞巧物品，到了临近七夕，乞

巧市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绝不

亚于古代最大的节日春节，这说明乞巧节是时人最

为喜欢的节日之一。然而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改

革开放以来，原本隆重热闹的七夕活动屡遭冷遇，原

因何在，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传统的断代

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以阴历作为节日日期，但是

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取消了农历纪年，而改为国际通
行的公历纪年，把中国传统的节日改为按照公历庆

祝，中国的传统节日受到强烈的冲击。我们不能否

认“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但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过火的地方。胡适在１９２１
年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

也一并受到否定，甚至在１９２９年政府把农历年全部
废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日益加大力度。到了６０年代，终于走到极端，爆发
了持续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大革文化命，“破四旧，立四新”，凡有旧文化色彩的

东西都打碎、砸烂、付之一炬。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

灭性的打击。近代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的历次劫难使

得中国传统文化断代，有几代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知之甚少或是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

再像以前一样钟情属于传统文化的七夕节之类的民

俗节日呢？

（二）社会转型的影响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

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

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

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７］自古以来，七夕节是属

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节日，无论是七夕的巧果采

购，巧芽的培育，巧桌的供奉，巧棚的搭建，还是穿针

斗巧、蜘蛛卜巧，都具有浓厚的农业传统。在社会转

型期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城市

化进程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不能指望

人们在高层楼房中还要种巧芽、捉蜘蛛，也不能指望

他们专门腾出几天的时间来过这个塑造女性社会性

别的传统节日，因此传统的乞巧方式缺乏适合都市

年轻人活动的“节日载体”，受到冷落也是必然。

（三）西方文化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也成为越来越

热的一个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

化在有的领域表现得手足无措，甚至是领土尽失，因

此有的学者提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

义”的称谓来引起人们的警惕。在西方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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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传统节日渐渐衰落，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

节等传统民俗节日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对于

中华民族来说最隆重、最传统的春节在西方强势文

化的冲击下也是今不如昔，也因此有的专家、学者提

出了“保卫春节”的口号，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传

统民俗节日的七夕节的衰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

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即我们非西

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对待西方文化冲

击的基本态度问题，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论述。

（四）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学者李银河认为女权主义最简单地说就是

强调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种

因果关系。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兴女学、戒缠足

以及改革婚姻，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张，使

几千年高压下的中国女性的生活有所撼动。辛亥革

命前后，许多妇女刊物都提出男女平等是天赋的权

利，“五四”运动更是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新

中国成立后，更是从宪法和法律上对男女平等的地

位加以规定。甚至于女干部的最低比例、女人大代

表的最低比例等都规定得非常明确。现在，女性无

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了空前的提

高。因此在女性地位空前提高的背景下，七夕节受

到冷落也无足为怪。

（五）民俗的自然变迁

民俗的传承与变异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只有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承，绝没

有只传承不变异或一味变革不传承的民俗事象。民

俗节日有着自身的变异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民俗

节日自然会得到传承，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会逐

渐衰落直到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规规律。如缠

足、溺女婴等劣俗恶俗被时代淘汰，以前的长袍马褂

也早已变成西装革履，并没有谁觉得是不自然的事

情。拿民俗节日来说，既有像清明节从解放前祭祖

上坟到解放后增加祭扫烈士墓的传承中的变异；也

有像上巳节、浴佛节等民俗节日的消亡；更有像父亲

节、母亲节、情人节等新节日的兴起。当然也会有传

统民俗节日如七夕节、端午节、元宵节等的衰落。

　　四、对民俗节日文化保护的思考

节日的变迁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且一些传

统的民俗节日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也会导致它

们必然的衰落。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坐

视其衰落而无所作为也无需作为了呢？事实并非如

此。传统的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虽然

有的节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是一个民族的凝

聚力和民族精神所在。我们可以改造它们的不合理

内核，在文化多元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中使中国传统

文化得以复兴。

（一）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传统的七夕文化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文化，是

一种确认女性社会性别的文化，但它也有许多积极

的成分，如它具有维护家庭稳定的功能，它弘扬的是

一种爱情恒久的主题，因此一些民俗学家如汪玢玲、

贺学君等就干脆称它为中国的情人节。我们现在需

要做的就是摒弃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男尊女卑”

的主题，而对其永恒的爱情主题进行弘扬，以“恒久

之爱”作为其核心信息，这正好契合了中国牛郎织

女传说的本源，也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对西

方“快餐”爱情的一种反拨。对于像穿针引线、蜘蛛

乞求等繁琐形式也要进行改造，为与西方情人节进

行区别而改之以互赠具有中国特色的节日礼物如女

送男情人结或荷包等，情人结代表有情人之间永结

连理、永结同心，荷包则是古代女子送给男子的定情

信物；男子则可以送给女子百合花，代表爱情长久，

百年好合，也意味着性的交合，和中国传统七夕节的

生殖崇拜功能相契合。进行了准确的定位，有了明

确的节日载体，这对于节日的传承才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这也是中国所有的民俗节日复兴的必由

之路。

（二）传媒和民俗学者相配合，普及和宣扬民俗

文化

自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传统节日的衰落已

成为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保卫春节”

的口号。在此前后，不少民俗学者如贺学君、乌丙

安、陶立、刘魁立、宋兆麟等纷纷接受媒体的采访，

对传统民俗节日如春节、七夕节、清明节等的保护与

传承谈了自己的看法，传统节日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

传媒应该重视和普及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生命力所在。设立民俗频道和

民俗栏目，然后邀请专家、学者访谈或撰文，或者进

行民俗采风，以多样性的形式把鲜活的民俗文化传

播给年轻人。

另外，传媒和民俗学者对于行将消失的民俗文化

应该进行抢救、拍摄，以档案或胶片的形式保存起来，

作为我们的民俗文化遗产，免得若干代过去，后辈连

我们今天如何生活都不知道，那才是历史的悲哀。韩

国把民俗民族遗产作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日本

对传统民俗文化节日的重视，都从一个侧面给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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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启示：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

（三）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文知识教育

传统文化断代之后只能对传统文化进行补课，而

补课最好从小学生做起。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宁可从

小学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下一代进

行民族文化经典的教育启蒙。我们宁可号召全民学

习英语如考研、过学位、评职称等考英语，似乎谁都要

学习那些有的人一辈子都用不上的英语，却很少有人

考虑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重视一下，或动辄对提倡

重视传统文化经典的人斥之以遗老遗少。我们近代

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实在太深。在国外，很难

想象有人要打倒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打倒莎士比亚。

而在中国，就有几十年我们非要把孔子打倒而后快。

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把

孔子诞辰９月２８日（公历）定为教师节，而我们却选
了一个莫名其妙的９月１０日，难道我们在刻意回避
着什么？我们有时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我们

是否也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了

解多少？难道还要等若干年之后我们都成了只会说

汉语却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皮黄心白的香蕉人之后

再来补传统文化的课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糟粕，但其流传了几千年自

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现在最缺乏的是

传统的普及教育。许多人只知道西方文化，对中国

传统文化了解甚少。”［８］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

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从

中国文化经典中选取一部分优秀典籍著作从青年一

代进行普及刻不容缓。教育部门在组织编写学生教

材和学校在进行教学时，应该注意把更多的民俗文

化融入进去，使学生在学校期间能接受更多的优秀

民俗文化传统教育，使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民俗节日

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以增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

自觉传承与保护意识。

（四）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被

动的西方化的过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在全

盘西化、折衷派和复古派的论战中，仍是全盘西化占

了上风。于是“打倒孔家店”，一切向西方看齐，就

连流传几千年的文言文传统也一并废除，而提倡白

话文，因此大量的汉语双字词不得不从日本重新借

用。而建国后，我们又是几十年沿袭苏联的模式。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重新走向封闭的十年，也是大

革文化命的十年。改革开放后，一息尚存的传统文

化又被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得流离失所、手足无措。

纵观近代一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我们很

少自主地走过自己的路。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多元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

点，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引进

来的同时也一定要走出去。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采取费孝通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策略。现在西方国家的汉

学热，中国的京剧、武术、杂技、中餐在世界各地广受

欢迎，以及中国的民族民俗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异

国游客的青睐等，这只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步。

在西方圣诞节、情人节走向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要力

争把中国的春节、端午节、重阳节、七夕节等传统节

日推向世界。

（五）政府立法的介入

民俗节日文化本是民间传承的传统文化，和官

方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但在现代中国，民众在一定程

度上对民俗节日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上处于一种缺位

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有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呼吁

把清明、中秋、七夕、端午等民俗节日定为法定节日

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民俗节日都

需要定为法定节日，只有那些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

且被民众广泛认可的民俗节日如清明、中秋可以定

为法定节日并给予一定时间的假期，否则如果政府

强制过节、忽视民众的心理感受只会适得其反。

政府立法的介入是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保护的最

后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因此，我们要做的最主

要的事情还是要唤醒民众的节日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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