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七夕到来，花店里的各色玫瑰成了紧俏商

品，空气中也凝结着甜甜的香气。朋友圈

里的段子手、公众号，都密集地围绕着“中

国情人节”抖机灵、支招数，好像错过了这

个话题，就自绝于时尚圈一样。

其实，若从根上论，七夕对爱情虽有

关注，却并不突出，它更多地表现为对心

灵手巧的憧憬与追求，与我国传统农业社

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密不可分。如今，

传统分工模式被打破，社会交往方式变化

巨大，需要对七夕的文化内涵进行符合时

代需求的阐释，这才出现了“爱情转向”。

既然七夕已经与爱情痴缠在一起，那么，

顺其自然，亦无大碍。一来，爱与责任、爱

与担当，本就是个值得被反复提及的话

题；二来，借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七夕

这个曾经式微的传统节日再次被重视起

来，也肯定是件好事。

既然是好事，就得琢磨琢磨怎样把好

事办好。

七夕是要过的，过节是要遵循一定

“过法”的。唯有如此，人们在“过”中付出

时间、精力，才能获得情感满足。也因为

是精神层面的高要求，才会有一种声音认

为，借七夕节之名行促销商品之实，是厚

了“商情”薄了“人情”。而且，从元宵节、

端午节到中秋节，每一个有文化符号的传

统节日到来之时，都会出现如此担忧。

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商业在节

日文化中占比越来越重，是一种必然趋

势。最近刷屏的《延禧攻略》中，傅恒就是

在七夕这一天因为等不到魏璎珞的香囊

而闷闷不乐，甚至忍不住主动去讨礼物。

虽然这一做法或有穿越之嫌，毕竟，那时

七夕的重心应该还在乞巧上，却也提醒了

我们，七夕是个巧妙的时间节点，可以正

视自己的感情、检视我们的爱情，然后小

心期待着、满心欢喜着、认真等候着。所

以，说句绝对一些的话——七夕，不可无

“礼”。

只是，什么才算专属七夕的“礼”又是

颇为讲究的。从近年来七夕的境遇来看，

仿佛是按照“情人节”的“菜单”再炒一

遍。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内容上却空洞

冷清，几乎看不到与七夕传统相关的文化

产品。开始把过七夕作为时尚的不少年

轻人，顶多只知道这是个浪漫的节日，但

古往今来因何“七夕”、其背后有着怎样的

文化内涵，却无从说起，令人唏嘘。要想

破解这道难题，不妨试试让七夕时尚得很

“传统”的思路。

事实上，七夕是用以千年计的时间固

化下来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它年年带着共

同的记忆回归，在相同的时间提醒人们曾

经的一些仪式，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

亲近。我国历代不少诗歌，都记录了七夕

当天的丰富多彩。比如，“家家乞巧望秋

月，穿尽红丝几万条”“长安城中月如练，

家家此夜持针线”，描写的是古人忙着乞

巧、穿针缝衣的场面；“向夜在堂前，学人

拜新月”“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

筵”，描写的是古人观星拜月的场景；“曝

衣何许曛半黄，宫中彩女提玉箱”“晒腹曝

衣传故俗，阮庭布犊若为标”，描写的是古

人趁天气晴好晾晒家什的场面。

虽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些场

面与当下的生活相去甚远，却也不妨碍其

成为专属于“七夕”的文创衍生品的呈现

主题，传统与时尚可以相处融洽。然后，

这些可萌可酷、又传统又时尚的物件经过

你我之手送给所爱之人，一定是雅致而浪

漫的。当然，也可以演变增添新的内容，

让七夕文化借用创新，保持永久的活力。

无论哪一种，都能契合已经越来越转向爱

情的当下七夕的寓意；无论哪一种，也都

不用发愁文创衍生品销路的问题，市场很

大，就摆在那里，如今独缺七夕创意。

更重要的是，文化必须通过时代传承

方能成其久远。从已被淡忘的传统习俗，

到鲜活生动的商品，七夕文创衍生品在用

另一种方式讲述历史。当我们看着、握着

这些文创衍生品回忆点滴浪漫之时，历史

活了，文化自信也就此慢慢积淀。

七夕，可以时尚得很“传统”
□ 牛 瑾

8 月 17 日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中
国各地民众在文化习俗中，融入现代元
素，让传统焕发时尚韵味，“七夕”经济也
随之兴起。

2006 年，七夕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期让更多年
轻人理解七夕的文化内涵。十几年来，伴
随着保护和传承力度的加大，七夕节的传
统意蕴逐渐受到社会关注和挖掘延展。

天津社科院教授王来华介绍，据史料
记载，七夕节源于汉代，有着 2000 多年
历史，是一个以爱情为主题，以女人为主
角的节日，又称乞巧节、女儿节。这一天，
中国民间有乞巧、晒书、拜月、拜魁星、吃
巧果等趣味习俗。

8月15日，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在
通州开幕。文化节期间举办了包括相亲
大会、经典爱情电影展映、优秀家风故事
展示、七夕民俗艺术展、七夕文化讲堂等
板块文化活动。活动以不同的主题，展示
七夕传统文化内涵，展现运河文化特质和
城市副中心的独特魅力，传承和发扬中国
传统文化。

“非常高兴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民俗表
演，从节目中我能看到千百年来中国女性
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进行的乞巧活动，我
感觉很有意思。”参加“北京七夕文化节”
的英国人哈维·理查森说。

在湖北，一场由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
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民众参
与。除了对七夕历史追根溯源地讲解介
绍，还通过穿针乞巧、制作盘扣和发簪等
寓教于乐的活动，帮助参与者体验传统节
日中蕴含的深意。

记者在现场看到，对于日常生活中很
少接触到的女红，大家操作起来略显吃
力，但那股认真劲却令人感动，在一针一
线中寄托着对爱人的真挚情感。

参与活动的武汉市民胡佳告诉记者，
“参加七夕主题活动学习到很多民俗知
识，特别是盘扣，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受益
匪浅。”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于孙夏表

示，很多人知道牛郎织女，但对更深层的
乞巧不是很了解，组织“乞巧”活动就是希
望能把传统节日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中。

在浙江，今年的七夕增添了一份特别
的意味，全省各地将有众多和七夕相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同步进行。据介绍，
该省共有14个与七夕节相关的非遗保护
项目，为增强传统节日对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浙江与七夕节相关
的非遗项目集中展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场景，促进传统节日在当代生活
中的传承弘扬。

天津市通过在社区中举办异彩纷呈
的文化娱乐活动，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8 月 14 日，在河东区前进新里社
区，开展了以“和睦夫妻 幸福家庭”为主
题的七夕活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采用
多种方式，分别诵读了《七夕》《鹊桥仙》等
经典爱情诗篇。社区还邀请了外来务工
人员申水利王芳夫妇，讲述了来天津创业
十年中一起并肩打拼的生活往事，和在座
居民分享了生活中的趣事。通过传诵经
典、讲述往事，天津各个社区把积极的人
生追求、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生活传
递给辖区居民，进一步增进同事间、家庭
成员间、邻里间的感情，真正让优秀传统
文化深植民心。

文化就是创造，文化只有与经济发展
相结合，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湖北郧西
县的“郧西七夕”入列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结合自身的
特点和优势，该县深入挖掘、利用当地天
河七夕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和七夕文化生态产业链，实现了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七夕在中国，天河在郧西。”郧西县
委书记张涛介绍说，以“郧西七夕”品牌牵
引，各种文化产业企业在郧西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七夕乞巧汉锦坊的工艺品美誉
远扬，天河古榨香油供不应求，“织女牌”
蚕丝被等产品畅销海内外，深受消费者青
睐。以天河七夕文化为内涵的“天河水
乡·七夕画廊”，修复河道 23.57 公里，建
设绿道 45 公里，形成了“小桥、流水、人
家”的优美画卷，一个一二三产高度融合、
生产生活生态相得益彰的乡村振兴先行
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呼之欲出。

“七夕民俗文化是个大宝库，还需进
一步挖掘和传承，展现民族文化的创造
力。传统节日与时尚融合，应当珍视传统
节日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实
现古为今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
学家王娟说。

用另一种方式讲述历史

□ 柳 洁 商 瑞

巧手巧艺巧匠心，代代乞巧传芳华。观历史、品
美食、购工艺，体验原汁原味岭南风情。连日来，在
广州乞巧文化节上，一件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
艺作品博得市民的交口称赞。在广州天河区珠村七
夕广场，在广州塔，在广州正佳广场广正街等活动现
场，处处洋溢的传统七夕民俗活动给现代人带来的
欢乐气氛。

巧手巧作赛巧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讲述七夕的今与昔，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见乞巧传
统供案，还能看到更多基于传统技法的巧思巧制，一
次性过足眼瘾，看看别人的“巧手”怎么玩出花样。
在正佳广场广正街，各位乞巧手工艺大师来切磋，这
里是正在举办的乞巧文化节的“赛巧会”，选手们巧
针引线，作品栩栩如生，吸引无数观众惊叹。赛巧会
已是广州手工艺交流与竞技的平台，民间手工艺人
因材施艺、精心设计、用心制作参赛作品，不断创新
乞巧手工艺，全面展示乞巧工艺创作成果。

千百件作品争“巧”斗“奇”，一大波精致的民间
手工艺品让市民大饱眼福。在广州塔举办的第7届
赛巧会作品展，更是引市民争相关注。记者注意到，
这个以“代代乞巧传芳华”为主题的展览，从民间征
集来的数百件作品，琳琅满目，分为“乞巧传统工
艺”“乞巧创新设计”和“乞巧创意传承”三组，这些作
品都凝聚了人民的智慧，包含了乞巧文化的内涵。

赛巧会是广州乞巧文化节传统的品牌赛事，已
连续举办多年，本届赛事将秉承一贯的理念，充分保
持乞巧民俗传统韵味，创新乞巧文化的表现形式，引
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拓宽传承途径，进一步焕发乞
巧文化的生命力，实现乞巧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
已成为广州手工艺交流与竞技的平台，民间手工艺
人因材施艺、精心设计、用心制作的参赛作品，展示
着广府人乞巧手工艺文化和精益求精的乞巧工匠
精神。

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弘扬传统乞巧民俗文化，促进乞巧传统手工技艺
与现代工艺的传承发扬、改革创新，推动各民间艺术
的交流和乞巧文创产品的产业发展，今年的活动面
向广东省各地区乞巧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大家、非遗
传承人、大中专院校及中学、小学、幼儿教育等机构
师生进行作品征集。选出了一批具有乞巧文化内
涵、岭南艺术特色，反映新时代、新思想、新观念、新
风貌的工艺作品。

“我们很喜欢这些作品，要是开发成商品销售一
定受欢迎。”广州大学的几个学生围着几件手工绣
品，一边欣赏一边自语。记者观察到，一些贴近旅游
者消费需求的作品，适用于情侣互送、亲朋好友馈
送，具有观赏性及收藏性，作品具有产业化开发的巨
大潜力，资源占用及能耗小，价格适宜，易于携带，可
成批生产，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而一些传统乞巧
工艺作品，紧扣乞巧文化内涵、突出农耕文化特色和
地方特色，工艺精湛，涵盖传统乞巧工艺品制作中砌
作、扎作、编织、雕刻等主要传统技艺，更是受到中青
年人的喜爱。

“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历经十四载精心培
育和传承发展，“广州乞巧文化节”已成为广州打造
世界文化名城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州天河乞巧习俗，广州市天河
区将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弘扬传承以“乞巧”为核心的传统风俗和地方民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引入创新元素，吸引更多年
轻人参加，让以“乞巧节”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真
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古时的乞巧节，有希望获得像织女
一样灵巧双手的意思。这一天，她们会
将亲手制作的刺绣、针线及蒸食、雕刻
的果瓜等供奉于桌上，到了晚上，妇女
们纷纷对着供案虔诚祭拜，祈望织女传
授女红的天工之巧。唐宋诗词中，妇女
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宋元之际，七夕、乞
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
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七夕节妇
女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礼拜七姐、陈
列花果、女红等诸多习俗影响至日本、
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国家。

所以，七夕夜祭拜织女乞巧的习俗
更像是闺蜜聚会，并无男性参加。她们
在月下焚香礼拜被称为“七姐”的织女，
许下心愿，然后吃瓜果、聊私房话。七
夕节是女子们的节日，其节俗活动有个
关键词，就是“乞巧”，即乞求心灵手巧。

于是,这个节日里少不了巧手女子
平日里常用的“针”。其中，投针验巧就
是由民间传入宫中的小游戏。宫中女
子将一盆水放在日下，以小针投在水盆
当中，针浮水面，再看水底日影，如“散
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则代表
心灵手巧，否则未得，便是“丢针儿”，就
是女红水平还要提高的意思。

每逢喜事和传统节日，大家总想用
一件喜庆的礼物来加持时间。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既具有传统文化
内涵又漂亮的文创礼物。在文创设计
方面，故宫博物院一直凭借各路“萌萌
哒”的文创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龙头
地位。除了开发萌系产品，故宫更进一
步以其馆藏文物为灵感，汲取文物中手
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元素，与中
国传统美好寓意交融，植入时尚新潮的
当代工艺品中，借助设计师或艺术家创
意，实现了让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时尚配
饰完美结合的目标。那些历经千百年

流传的传统技艺，或变身内秀的文创产
品，或变身炫酷的装置艺术作品，或变
身契合现代审美的古风首饰，使非遗优
雅“活”在当下、走进百姓日常。

宫廷里的人是怎么过七夕的？据
史载，乾隆皇帝对富察皇后“每加敬服，
钟爱异常”，宫里的皇上和娘娘也在用
各种饰物花式秀恩爱。你送我一个燧
囊我就天天带，想想觉得很有爱。今年
七夕，故宫在文创方面，以传统花丝工
艺、低温掐丝珐琅，配合 925 银镀金材
质，推出了“福禄多多”和“吉庆福禄”两
大系列的首饰，包含耳线、手链和项链。

清代常用由佛手、寿桃、石榴三种
果实纹样组成的传统装饰图案，寓意

“多福”“多寿”“多子”，简称“三多纹”。
“福禄多多”系列设计灵感来源自馆藏
清代缂丝三多荷包火镰。圆胖红珐琅
石榴，古朴清供佛手，镂空“比心”寿桃
化为该系列的主要元素，依次衍生为三
款耳线、一款手链及一款手链套装。而

“吉庆福禄”系列的原型清代珊瑚翡翠
吉庆有余盆景是清宫廷传世摆件中的
精品，细节更加丰富。磬其谐音取

“庆”，又有以“吉磬”配“有鱼”，寓“吉庆
有余”，此件盆景为清宫造办处所造，

“吉庆有余”坠挂于珊瑚树之上，挂坠上
部为铜镀金嵌水晶磬，磬正中镶粉色碧
玺蝙蝠，两端又挂嵌红珊瑚大金鱼各
一，“吉磬”“葫芦”“红蝠”三个传统元
素，也被解构为三款耳线、一款项链及
一款项链套装。

不光是故宫，最近在我们周围，以
七夕为主题的文创产品比比皆是，脑洞
大开的节日产品每每令人爱不释手。
其实，我们喜爱的不就是这份礼物所承
载的文化价值，以及其背后蕴含的“若
要两情久，此夕佩相思”的一番心意。
又与古时男男女女过七夕时的心情有
什么区别呢。

争奇斗艳赛巧会

□ 张建军

传统节日与时尚融合，应当

珍视传统节日背后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实现古为今用

保持乞巧民俗传统韵味、创新乞巧

文化的表现形式的文创作品更受人欢迎

送礼不光鲜花巧克力

□ 雷 婷

历经千百年流传的传统技

艺，或变身内秀的文创产品，或

变身契合现代审美的古风首

饰，使非遗优雅“活”在当下、走

进百姓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