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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

时光流逝，很多东西渐去渐远，却
唯独记得小时候，外祖母在漫漫夏夜乘
凉时，蒲扇轻摇，摇落了一个又一个的
故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牛郎
织女七夕欢会的故事。

七夕夜，银河迢迢，群星璀璨，一道
天河隔东西，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
纵然相思成灰，也只有这一夜的欢会。

鹊桥成全了这一段美丽的情路，这
一段情路走了千年，终于成了中国的情
人节。我被牛郎织女的故事感动的无
以复加，伏在葡萄架下，想听有情人讲
情话。因为外祖母说，小孩子心净，眼
睛干净，凝神敛气，可以听到牛郎织女
的悄悄话。

当然，悄悄话没有听到，却听到了
风语虫鸣。寂静夏夜，远山无语，近树
已眠，唯有篱笆边上的大丽花、葵花，
在风中轻轻地摇摆，点着头，仿佛在和
我说话。

多年后，想起那些夏夜，无眠的夜
晚，纳凉，捉萤火虫，眺望银河，守望七
夕，那些美丽的时光，年少的情怀，都已
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千年相思七夕夜。七夕，被赋予了
一种美丽的人文情怀，所以成为了一个
特殊的日子，成为古代文人争相吟咏的
题材。唐朝诗人李商隐写过《辛末七
夕》，杜甫曾写过《牛郎织女》，孟浩然曾
写过《他乡七夕》，其中最喜欢北宋词人
秦观曾写过一首词《鹊桥仙》：纤云弄
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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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在这首词中，笔触轻盈，用墨
节俭，寥寥几个字为我们揭开了相思的
真谛，所谓爱人，不仅要懂爱，要会爱，
要惜爱，真正相爱的人，不在于天长地
久，不在于朝朝暮暮，而在于金风玉露
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暂却又美
好，这是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升华，超越
了男欢女爱的小我，而升华为一种精神
层面的美好守望。

现代人对爱情的守望大约再也不
会如此之苦，交通工具的方便，通讯手
段的快捷，哪怕关山阻隔，哪怕银河迢
迢，打一个飞的，又或者手机短信，电脑
视频，所有的想思之苦，都会迎刃而

解。大约也正是因为如此，现代人对爱
情的守望没有古人那般执着，谁还会十
八年在寒窑等待？谁还会双双化蝶去
另外一个世界相爱？容易得到的东西，
总是缺少动力去珍惜。

美丽的爱情，总是让人向往，这是
人之共性。

千年相思七夕夜，这是中国式的情
人节，我觉得比西方的情人节更有意
味，西方的“情人”是一个很含混的概
念，情人是一种指向，而我们的七夕，有
坚贞，有守望，没有西方的情人节浪漫，
却比西方的情人节纯粹。

又是一年一度七夕夜，你在银河
东，我在银河西，迢迢银河两岸情，一地
的相思，一地的等待，鹊桥搭起相思路，
一夕欢会，成为人间美谈。

银河迢迢两岸情

■郭华悦

每年的七夕，最有趣的就是“咬巧”。
七夕乞巧是多数地方都有的习

俗。老家的人，在七夕这晚照例要拜牛
郎织女，这叫乞巧；拜完后，要咬里头藏
有绣花针的饺子，叫“咬巧”。“咬”字和

“要”字音近，“咬巧”的意思，其实是向
织女“要巧”，讨一双巧手的意思。

“咬巧”的饺子，和平常吃的不太一
样。七夕这天，母亲会做两种饺子。一
种是平常吃的猪肉馅饺子；另一种，则
用七种果蔬的花做馅料，就是“咬巧”用
的饺子。以前家住乡下，家家户户多少
都重点果蔬，要收集七种果蔬的花，还
挺容易的。如今住在城里，果蔬没种

了，母亲到菜市场和超市里，往往要费
一番功夫，才能收够七种果蔬的花。

将七种果蔬的花，洗净捣碎后，和
其他调料和成馅料，然后在馅料中包一
根细小的绣花针，就成了“咬巧”用的饺
子。这类饺子，只用来“咬”，并不吃下
去，所以母亲对于馅料好吃与否并不在
意，只要外表做得好看点也就是了。当
然，“咬巧”的饺子，得和平常吃的饺子
分开煮，否则混在一起了，万一将有针
的饺子吃下肚子，可就危险了。

家里有几个女的，就煮几个“咬巧”
的饺子。每人挑一个，吹冷后，小心翼翼
地咬开。“咬巧”的饺子，不能从中间咬，
得选两边中选一边，轻轻咬开。这么一
来，就能咬住里头的绣花针。接着，将绣

花针咬出来，看自己咬的是哪一头？
咬中了针尖，说明织女赐巧，这姑娘

是个“巧女”了；而咬中针鼻的人，多是一
脸懊恼，说明织女不赏脸，日后恐怕是个
笨姑娘了。小时候，我几乎年年都咬中
针鼻，有一回还气哭了。相反，小妹倒是
每次都咬中了针尖，令人羡慕。

如今的我，却自己开了家裁缝店，
为人量体做衣，生意还不错。母亲每次
说起“咬巧”的事，都会一脸自豪地说，
看吧，都说三分天意，七分人事。小时
候，这丫头笨得出奇，连织女都不待见，
年年都赏了针鼻。现在呢，反倒是靠这
双巧手，过上好日子了。

相反，小妹如今是一家外企的高
管，风风火火，标准的女强人。可尽管

薪水高，前途一片光明，小妹的双手却
笨得出奇，连缝个袜子都没办法。后
来，有一次我拿她年年都咬中针尖的事
来挪揄她，小妹才告诉我，那哪是织女
赏脸，而是小妹每次都会趁着母亲下锅
煮饺子前，先在饺子的一边做了记号，
所以屡试不爽，每次都能咬中针尖。

得知这事后，母亲倒也不意外。母
亲说，这臭丫头，鬼灵精怪的，每年都能
咬中针尖，我就觉得有猫腻。后来一留
心，也就发现这臭丫头作弊了。不过
呀，有巧手，考巧手吃饭；没巧手，靠能
力吃饭。各得其所，倒也是好事。

看来，母亲都看在眼里，心如明镜
呢！毕竟，“咬巧”也就是七夕的有趣游
戏，博人一笑即可，当真就大可不必了。

七夕“咬巧”

■周洪林

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夕节，是
我国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也是年
轻人最为重视的日子，被称为中国
的“情人节”。 中国邮政从2015年
起，陆续在每年的七夕节发行爱情
主题系列邮票。分别将世界十大爱
情鸟的鸳鸯、相思鸟、喜鹊呈现于方
寸，让爱在七夕中升华。

“喜鹊飞方寸，七夕鹊桥会”。
中国邮政于8月28日（七夕节）发行

《喜鹊》特种邮票一套1枚，邮票面值
为1.20元。该套邮票由河南省邮电
印刷厂采用胶雕套印的形式印制，
雕刻师凭借纯熟的技艺细腻地刻画
了两只“爱情鸟”生动的神态和丰富
的画面效果。邮票中两只喜鹊在梅
梢上一说一听、眉目传情，寓意相伴
相栖、恩爱相守，结合一树凌寒而开
的梅花，更有喜上眉梢之意；画面背
景采用古朴温馨的仿古色调，整体
画面雅致而不花哨、喜气而不张扬。

2015 年 8 月 20 日（七夕节），中
国邮政发行的《鸳鸯》特种邮票1套
1枚。自唐代卢照邻歌颂爱情的诗
句“愿做鸳鸯不羡仙”后，文人竞相

仿效；黄梅戏《天仙配》的唱词“你
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更是广为传唱。该套邮票由当代
中国工笔画名家张桂徵采用工笔
重彩的形式创作，作者以细微的笔
触生灵活现的表现了一幅“鸳鸯荷
花图”，寓意了恩爱成双、百年好合
的美好憧憬。

2016年8月9日（七夕节），中国
邮政发行的《相思鸟》特种邮票，寄
意深远，既是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尊
重与提倡，也代表着对于情人间的
美好祝愿。唯愿天下有情人皆可成
双入对，百年携手。该邮票设计者
细心设计，大胆用色，邮票采用横构
图，画面采用工笔的形式，表现了相
思鸟求偶的场景。左侧雌鸟害羞地
扭着头，右侧的雄鸟高声吟唱以求
得雌鸟的欢心，画面浪漫又温馨。
邮票画面采用中国画工笔重彩的表
现形式，一对相思鸟在梨花间，暗含

“成双成对，不离不弃”之意。
“七夕佳节，情满方寸”。品赏

独具匠心的“爱情鸟”邮票，聆听美
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送上几枚邮票
给您的恋人或妻子，无不是一种浪
漫之举。

邮票上的“爱情鸟”

■全丽冰

农历七月初七，天气温暖，草木飘
香，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温馨的爱情气
息，牛郎织女在鹊桥羞答答地相会。古
人的情事风起云涌，泛过泱泱大宋，历
经一夏又一夏，温暖了一代又一代才子
佳人多情的心。这一天，男子们窃窃地
欢喜激动，女儿们偷偷地脸红心跳。

宋卜阳子《园苑疏》云：汉武帝“有
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
登楼曝”。

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
“暴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由“曝
衣”到“曝书”再到后来的“曝书会”，让

古代的男女找到了抒情的平台，曝衣
比财富，曝书会比才情，都达到了酣畅
淋漓的满足。

北宋后，夏秋之际三馆曝书，防止
书籍藏品受潮，或被书虫蠹毁，许多珍
藏秘府的书法绘画作品始“开厨发匣鸣
锁鱼”得见天日，向馆阁词臣全面开放，
并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馆阁翰院文人的
曝书集会，期间可进行学术研究或培养
文学才俊或男女互倾互诉，真正成了比
才情的大集会。聚会例设饮宴，因非朝
廷宴设，无需等级鲜明，气氛非常平易
融洽。顾恺之、陆探微的绘画，钟繇、王
羲之的书法，苏轼、苏询的诗文，皆因集
会而昭世，而得到称颂。

最令人喜悦的是男男女女可趁曝
书会各投所好，各抒己情，寄托思念。
晚上，女儿们陈列花果、女红，穿针乞
巧，礼拜七姐，祈祷福禄寿，仪式虔诚而
隆重，个个模样儿惹人怜遭人爱。

这一天，男女才思激扬，奔放不羁
的情感彻底外溢，他们吟诵的七夕诗
歌，风格、主题丰富多样，或阴郁、豁达，
或缠绵浪漫、哀戚忧伤，细细品咂，你会
感慨万千。

最早吟诵七夕的诗歌《古诗十九
首》中的一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织
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
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
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形

象生动的笔调，让我们读到一个女子
对一个男子的深沉思念，炽热，含蓄，
你把我的心挖走了，我泪流满面，想诉
说的太多太多，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默
默无语寄愁思。

晋时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
“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
促，迟迟别日长”，晨曦斜照扶桑，欢乐
短，别日长，惆怅已已然。

宋时秦观《鹊桥仙》最后两句“两情
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已少了
些离愁，多了些欢快。

这个节日就是应该欢乐的，要不欢
乐你就俗了，要不在曝书会中抒抒情你
就落伍了。

七夕曝书情

2015年8月20日发行的《鸳鸯》邮票。

中国邮政定于2017年8月28日发行的《喜鹊》特种邮票。

■朱凌

七夕是一个美丽的节日，是一个
关于爱情的节日，同时也为中国的情人
节。在这一天，大多数的男女，都会选
择在一起，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日。

还记得第一次过这个节日，是和
他在一起。那是在十六年前，他递给我
一张贺卡，贺卡上写着这样的一首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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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那是与他度过的第一个情人节，
那天也是我与他相识整整一百天的
日子。他以这样的方式，向我表示了
爱意，而我又何尝不懂他的心意呢？
也就在那天，他讲了许多关于七夕的
故事，儿时的时候，虽然也曾听母亲
说过，可那毕竟是小的时候，现在再
听，感觉的确有所不同。

他知道我喜欢诗词，那天他读了
许多关于七夕的诗词，“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纤纤摸素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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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读完之后，心，竟有着
些许的酸楚，相恋的两个人不能在一
起，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他一首首地读着，我也仔细地听
着，那晚，我和他的心贴得越来越
近。最后他又读了一首权德舆的《七
夕》，“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
迢迢。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
九宵。”而后拉着我的手，漫步在城市
的街道上，远处的那轮月亮，让人看
着心都要醉了。

如今，每一年的七夕，他都势必
要与我在一起。经历了十几年的风
风雨雨，爱情虽然不象当初那般炽
热，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好。
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每一个七夕，
他势必又同以前一样，为我们吟唱这
些美丽的诗词。

七夕里的古诗词，不仅陶冶着人
的情操，更能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与
欢愉。同时，也更能够懂得，两个在
一起相守相爱，重要的是要相知。只
有懂得了对方的心思，处处为对方着
想，才能够拥有美满的婚姻。

佳期如梦

■徐学平

农历的七月，在家乡是个忙里偷
闲的时节。繁忙的中耕夏锄已经过去，
秋收大忙还没有到来，满地的庄稼即将
成熟了，人们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心里那股喜悦劲儿自然洋溢在了每个
庄稼人的脸上。在这充满了希望和喜
悦的七月里，有一个颇为特别的节日牵
动着人们的情思，那就是七夕。

记得小时候，每逢七夕夜晚，我
们趴在凉席上，双手托腮听大人们讲
那讲过无数遍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的故事，或者是躲在葡萄架下，听说
这样就能听到牛郎织女说悄悄话
呢。寥寂的夜空里，隐隐传来天籁的
声音，翘首仰望那高远无垠的云汉星
河，那迢迢牵牛星，那皎皎河汉女，心
里充满了无限的遐思，一股美好而善
良的情愫油然而生……

文人墨客笔下的七夕，抒发的又
是另一种情感。唐代诗人杜牧有诗
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寥寥数语将七夕情景描写得又
是何等生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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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士秦少
游的《七夕词》，感情细腻而又真切，
读来更是感人至深。

“烟宵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
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
宵中”。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
字里行间，是离情别恨，是一股忿忿
不平之情。而宋人晏几“路隔银河犹
可惜，世间离恨何年罢”的诗句，则将
人们的思绪又从天上带回了人间。

神话传说本来就是世间人情的
反映，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自然就更
能牵动人们的情思，引起人们的慨叹
与同情。曾在早年读过一位台胞写
下的《七夕有感》，其中有这样两句至
今难忘：“天上尚有鹊桥在，人间何为
设藩篱？”这些同胞们少小离家，如今
已是双鬓斑白，一道人为的藩篱，阻
隔着两岸的亲情，虽是盈盈一水，却
犹如迢迢星河云汉，满腔的乡思愁绪
又与何人诉说？

“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银河横
作桥”。唯愿以江南才子唐伯虎的这
两句七夕诗，祝愿人间少一些离别，
多一些团圆。

七夕漫笔

■李丹

手帕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
称之为“巾”。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
飞》中就有“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
之句。“手帕”一词正式出现是在唐朝，
唐初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写道：“缏得
红罗手帕子，中心细画一双蝉。”

在古代，用手帕作为恋爱信物的
记载更早。在《西厢记》中，张生与莺
莺相爱，就是从手帕题诗相赠开始
的。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有许
多关于手帕传情的精彩描写。手帕
还有个名字叫“鲛绡”，传说鲛人所织
的绡，入水不濡。陆游在沈园偶遇前
妻唐琬，写的那首凄婉的《钗头凤》：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古人还习惯在手帕上题诗寄情，称为

“尺素”。如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
鱼，中有尺素书。”后来，“尺素”成为
爱人之间书信的代称。在古代戏曲
小说中，手帕往往成为传情达意之
物。员外家的小姐遇上了儒雅俊朗
的书生，小姐佯装丢下一方手帕，书
生心领神会，前去相送。手帕就成了
男女之间爱情的媒介。清代古吴素
庵主人编的《锦香亭》、吴航野客编的

《驻春园》，都有这样类似的段落。
在民间，恋人还赋予手帕更巧妙

的象征意义。因为手帕是丝织品，想
象丰富的恋人们便把它和思念情人
的感情联系起来。冯梦龙收集的一

首民歌正是这样唱的：“不写情词不
献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
倒看，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这
般心事有谁知？”傣族有一首民歌《在
酒宴上》这样唱道：“情哥！你唱调子
不要用扇子遮着，好让你的歌一直冲
进我的心窝；那块手帕你不要拿出来
揩嘴，它会把秘密在大家面前戳破。”

过去，在鲁西农村地区，则更流行
着一种叫作“换手帕”的习俗。那时，
无论是男女自由恋爱还是经媒人介绍
相识的，一旦要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男
女双方就要约定一个时间，由家人陪
着正式谈一次，叫作“拉对象”，谈完
后，互换手帕。换了手帕，就表示恋爱
关系正式确定了，接着摆上筵席，庆贺
一番。如果换不了手帕，那就是不成，
家人也自然不欢而散。从民间来说，
手帕还是服饰习俗的一部分。那时，
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天天需要揩手、
揩鼻涕、揩汗等，于是创造出手帕这种
佩巾，携带身上。为了方便美观，人们
又创造出许多花样来，织得小巧玲
珑。最初，大抵是恋人们在劳动、生活
中互相关切，送手帕揩汗、揩手，渐渐
地，恋人们看中了手帕这种能够随身
携带和实际应用的性质，便用它充当
传递爱情的信物，故而相衍成习。

手帕演绎着一个时代的优雅情
愫。一方“尺素”传情，简单朴素，含
意丰富，它体现了爱情的纯洁和真
挚。丝丝缕缕，流淌着浓郁的古典风
韵，给人们以诗境如画般的美。

手帕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