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史
2023年8月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 编辑：葛艳茹 美术编辑：卞锐

历 史 随 笔

◆ 拜织女学女红

“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
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
段。”这首歌谣道出了古代女子七夕拜织女学艺
的习俗。
古代女子为什么要在七夕拜织女呢？
织女，别名七星娘娘、七星娘、天仙娘娘，是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女神，职责是编织云雾，
是个纺织业者。《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史记·天官
书》：“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后汉
书·天文志》：“织女，天子真女。”也有人说她是
中国古代的弇兹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
女首领，在距今三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
的技术。她发明的绳有三种：单股的绳称作
“玄”，两股合成的称作“兹”，三股合成的称作
“索”。后世人追尊她为女帝，又称玄女、玄帝、
王素、素女、须女、帝弇兹等。还有人说，织女实
有其人，姓张，大家闺秀，诗经记载“役夸父”，即
为夸父做事。无论哪种说法，织女是一个纺织
高手是没有疑问的。美丽、勤劳、聪慧与善良的
织女，成了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织女要在鹊桥与牛郎

相会，只有在此时才能见到她，于是年轻女子们
设香案祭拜，请求传授女红技艺。古时候，无论
是大家闺秀，还是穷人家的孩子，都要精通女
红。女红指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
等“针线活”。男子择妻的标准，也以“德、言、
容、功”等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的“功”即为女
红活计。

古代拜织女大多是少女、少妇们，由一个有
威望的女子牵头，邀上左邻右舍的姐妹们，少则
五六人，多则十几人，团拜织女。这一天，要斋
戒一天，沐浴净身，打扮得既庄重又漂亮。到了
晚上，都来到主办人的家里。此时，月光融融，
清辉尽洒，夜风习习，凉爽怡人。在庭院中安上
一张供桌，上面摆上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
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因为织女是个美
女，所以还要在瓶子里插上几枝鲜花和几束红
纸，前面放置一个小香炉，插上几炷香。大家在
案前焚香礼拜，面向织女星座，神情严肃，虔诚
祷告，心情专注，默念着心中所想之事，许愿道：
“乞手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
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祭拜完毕，大家一起围
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家长里短地
闲聊，交流针线活。

唐人林杰也有《乞巧》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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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蔡云也有诗曰：“几多女伴
拜前庭，艳说银河驾鹊翎。巧果堆盘卿负腹，年
年乞巧靳双星。”

◆ 秀女红比才艺

“星寥寥兮月细轮，佳期可想兮不可亲。云
衣香薄妆态新，彩輧悠悠度天津。玉幌相逢夜
将极，妖红惨黛生愁色。寂寞低容入旧机，歇著
金梭思往夕。人间不见因谁知，万家闺艳求此
时。碧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唐代
诗人刘言史的《七夕歌》描写了女子于七夕秀技
巧的情景。古代的七夕通常是少女少妇大秀女
红、比拼才艺的时候。

乞巧习俗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西京杂

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
楼，人俱习之”的记载。七夕之夜，女子手执五
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九孔针（或五孔针、七孔
针），借助月光，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快速全部穿
过针孔者称为“得巧”，即获胜。反之则是输
家。输家还要准备奖品或礼物，颁发给胜者。
《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聚会
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
金银鍮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开元天宝遗
事》记载：“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
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
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
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
之家皆效之。”南朝梁时的诗人刘遵有《七夕穿
针》诗：“岁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
缕，举袖弄双针。”描写了穿针女子在花前月下，
以穿双针争强斗巧的情景。唐人祖咏在《七夕》
诗中说：“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
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
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明清时期更加流行的是投针验巧，即在水
盆中放入缝衣针，以盆底针影形状判断是否“得
巧”。《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闺阁，于七月七
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
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
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在七月初六，

就把一个水盆放在院子里，倒入“鸳鸯水”。“鸳
鸯水”是指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或
者是把河水和井水混合。露天过夜，第二天，再
晒一上午，通过阳光的照射，水的表面依稀生成
薄膜。到了下午，取出缝衣针轻轻地平放在水
面上，针不会下沉，在水底下折射出针影。如果
针影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便是胜者；如果针影
是笔直的一条线，就是败者。《帝京景物略》说：
“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
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
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
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
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 逛市场忙购物

北宋时期，七夕这天，连平日深居在绣楼
里的大家闺秀、富家小姐，这天也要打扮得花
枝招展，穿上美丽的服装，到田园乡野游玩，逛
逛街市，尽情购物。在京城汴梁专门为女子们
设置乞巧物品专卖市场，即乞巧市，其繁华热
闹盛况不亚于现在的大型超市。宋人罗烨、金
盈之编辑的《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
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
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
散。”《东京梦华录》也有介绍：七夕前，身穿罗

绮者充斥街市，随即有折来尚未开的荷花，京
城中人擅做假的双头莲，赏玩一时，然后又带
回家去，路人见了，纷纷流露出赞叹喜爱的神
情。从乞巧市场繁华热闹的景象，可看出当时
七夕节的盛况。

宋代随着乞巧市场的繁盛，一些乞巧文创
商品也应运而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
载：“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
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
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
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
者。”其中所记载的磨喝乐是梵文的音译，有时
也译作“摩睺罗”。据史料记载，磨喝乐是穿戴
着不同衣饰，形态各异，用土、木、蜡等原料制成
的婴孩形祭祀之偶像。
在宋朝，磨喝乐是女子七夕节祭拜的“宠

儿”，这是由唐朝“化生”之俗而来，目的是盼生
男孩。民间有歌谣唱道：“捏塑彩画一团泥，妆
点金珠配华衣。小儿把玩得笑乐，少妇供养盼
良嗣。”宋人不仅把磨喝乐作为供奉的偶像，而
且还赋予其娱乐性，让孩童效仿磨喝乐的造型
做游戏，成为七夕节最为时尚的民俗活动。《东
京梦华录》描述道：“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
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童子
手执新荷叶、莲蓬和未开荷花，也是有美好愿望
的，借用佛教“鹿母莲花夫人”的故事，盼望能多
生健康英俊男孩。

磨喝乐作为七夕“吉祥物”，风靡全国。宋
人便围绕磨喝乐而衍生出系列“文创产品”，成
为京城乞巧市场的畅销货，并且价值不菲，一
对磨喝乐可卖数千钱。金盈之的《醉翁谈录》
说：“京师是日（乞巧节）多博泥孩儿，端正细
腻，京语谓之摩睺罗，小大甚不一，价亦不廉。”
据陈元靓的《岁时广记》记载，南宋时京城杭州
七夕卖磨喝乐最繁盛的地方是在后市街的众
安桥，尤其是苏州工匠制作得极为精巧，被誉
为“天下第一”。而且进入了皇宫内廷，多是用
金银制作而成。深圳望野博物馆藏有一件宋
代仗头傀儡磨喝乐，高17.8厘米，胎色深灰，施
化妆土，器底座有气孔。磨喝乐眉、眼等部位
用黑彩描绘，发饰为“鹁角”，有四个抓髻，并系
红绳。身着红色左衽长袍，绿领，腰间似系带；
下身着绿裤并勾有红边，白色鞋。所坐鼓凳通
体洁白，黑彩勾如意形纹，双腿分叉下垂。双
手执一仗头傀儡于胸前；傀儡身着绿衣，黑彩
勾绘，戴帽，点唇红。

如今这一习俗尽管已经消失，但从古代文
献、绘画以及陶瓷和雕刻作品中亦可见到磨喝
乐的造型、服饰和相关的乡风民俗。尤其是被
宋人打造为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创产品，在
文化市场上独领风骚，值得今人借鉴。

明代《帝京午目》说：“七夕女儿节，角黍展
榴裙。”七夕这天，年轻的女子们穿红戴绿，佩戴
着用五彩绫线结成的樱桃、桑葚、角黍、葫芦等
形状的饰品，成群结队逛街市。明清时期的北
京城各个庙会和街市上，自七月初一起就专门
设置乞巧市，主要有牛郎织女年画、乞巧楼、乞
巧针、乞巧果和祭拜织女用的蜡烛、香以及各种
妇女用的粉、胭脂化妆品等。

在江南苏浙一带，女子用自己的一双巧手
把面揉捏成各种形状的果子。油炸成各色点
心，称作“巧果”。清代苏州文人顾禄编著的《清
嘉录》说：“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面白和
糖，绾作苎结之形，油氽令脆者，俗呼为苎结。
至时或偕花果，陈香蜡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
星，以乞巧。”南京七夕美食江米条就是其中之
一。江米条是用糯米面加豆粉和面后在焖锅里
蒸出来，放在石臼里用棒子捶，再擀成圆形，晒
干后用油煎出来，最后蘸梅花、松花、芝麻等制
作而成的一种食品。

◆ 古代的“女儿节”

古代把农历七月初七定为“女儿节”，居民
在家中准备丰盛的食物供女儿们享用。初六、
初七晚上，富贵之家大多在庭院中扎起彩楼，叫
做“乞巧楼”，在庭院中陈列磨喝乐、花果、酒菜、
笔砚、针线等物，或由儿童作诗，或由女郎呈献
制作的精巧物件。

元朝京城一带在这天要将嫁出的女儿接回
娘家过“七夕节”。《帝京景物略》中也有“七夕，
父母家必迎女食花糕，亦曰女儿节”的记载。元
末有“松云道人”之称的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
载：“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
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
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
占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亦古今之
通俗也。”

通过以上叙述可见，七夕开展的各项活动
都是以女子为主，除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
外（且具悲剧色彩），并无男女约会的记载，因此
说古代的七夕为“情人节”是失之偏颇的，而称
之为“女儿节”却是有据可依。

从大量的古籍记载来看，古代的七月初七，并不是现代男女热捧的“情人节”，这一天所有的活动

都是以女子为中心大秀技巧，或拜织女学艺，或开展技巧比赛，或逛乞巧市场……活动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在笔者看来，古代的七夕与其说是“情人节”，不如说是“女儿节”更为适宜。

中国古代的“女儿节”
郑学富

湖南永州总兵樊燮是湖北恩施人，

早年参军，略有军功。不过他能坐上总

兵的位置，主要不是依靠军功，而是他

与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五姨太是姻亲，

五姨太很得官文宠爱，樊燮自然也被爱

屋及乌，官位随之水涨船高。

或许是因为有了靠山的缘故，樊燮

的总兵当得相当骄纵。在永州城内驻

扎的绿营兵有300余人，他们中有多一

半在官署当差。换句话说，这些士兵虽

然有着正式的编制，拿着国家的军饷，

但每天干的活儿却不是军事训练和戍

卫城垣，而是承包了樊燮家的厨夫、水

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仆役的工

作。并且，樊燮治家如治军，稍有不如

意，便军法从事。某次家宴，有位千总迟

到，被当场棍责数十；一个千总年终算

账，烧煤超过了预算，也被棍责数十。而

真正在治军上，樊燮却没有了如此的用

心，虽为武官他却几乎不骑马，只像文官

一样坐八人大轿，被当地百姓送了个外

号“轿子总兵”。更过分的是，樊燮连阅

兵都坐轿子，以致当地人流行了一句歇

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咸丰九年（1859），樊燮的贪纵行为

被举报给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时幕僚

左宗棠实际上掌管着湖南的军政要务，

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计画无不立

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

宗棠很快查清了实情，如实报告给了骆

秉章，气愤地要求必须弹劾樊燮的不法

之事。于是一道奏疏飞往京城，参樊燮

在任“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丁（兵丁）”。

官文知樊燮惹了娄子，便放下身

段，命樊燮主动到长沙找骆秉章“认

错”。此时正处于与太平军战事胶着的

紧要时刻，骆秉章也不想与顶头上司官

文弄僵，便令樊燮到师爷左宗棠处“请

训”，意思是上门打个招呼，以便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

没想到的是，樊燮却没将左宗棠这

个师爷放在眼里，见面后仅作揖见礼。

左宗棠脾气火暴，本就看他不顺眼，厉

声呵斥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

安，汝何不然？”他所说的请安，即要行

叩拜大礼。樊燮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淡

定地回答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

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亦朝廷二品官

也。”我的武官官职虽轻，也是朝廷的二

品官，按照朝廷的体制，没有规定见到

师爷要行叩拜大礼啊！

樊燮的话倒是没啥大毛病，但其中

对师爷的轻薄却击中了左宗棠的痛

处。左宗棠虽然于道光十二年（1832）

中了举人，但后来却屡试不第，没能捞

个正式的官职，只能委身作个幕僚。这

句话将左宗棠彻底激怒，他张口骂道：

“王八蛋！滚出去！”跟着又上前狠狠踹

了樊燮一脚。

樊燮虽然贪婪和骄纵，却是一个极

爱脸面的人，受此大辱怎么能咽得下这

口气，他一边向朝廷告发左宗棠折辱国

家二品官员，一边向官文诉说委屈，官

文亦亲自具折参劾。咸丰皇帝接报很

生气，甚至下了“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

即行就地正法”的密谕。后来幸得湖北

巡抚胡林翼以及朝中要员郭嵩焘、潘祖

荫等人全力斡旋与营救，最终咸丰弄清

了原尾，下旨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

补，协助曾国藩操办军务，而樊燮则被

革除一切职务，滚回老家。

被人一顿臭骂外加一脚，最终又丢

了官帽子，樊燮的感觉只能用“羞愤难

当”来形容。回到恩施梓潼巷老家，樊

燮越想越生气：“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

如此！”他誓言一雪此耻。樊燮在正屋

的侧面修了一间两层的角楼作为书房，

除教书先生与两个儿子外，其他人等一

律不准登楼。原来他想出的报复方法

就是逼儿子读书，为自己争气，他的解

释是：“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

夺我官……敬延名师，教予儿子，雪我

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

先人于地下。”

谁能想到，一介武夫想到的报复方

式竟如此文明！为了让儿子对他所受

的羞辱感同身受，樊燮在家里的祠堂立

了个木牌，名曰“洗辱牌”，上书六个大

字：“王八蛋！滚出去！”并将其立于先

人的牌位之侧。每月初一、十五，他都

要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跪拜于“洗辱牌”

前，焚香祭祀，让儿子们记住家耻，并令

他们发誓：“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

牌。”他还命令两个儿子有所成就前须

身着女装，要求是：“考秀才进学，脱外

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

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激励之下，大儿

子虽英年早逝，二儿子樊增祥却十分争

气，发愤攻读，21岁考取举人，32岁高

中进士。进士及第后，樊增祥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在樊燮的坟前烧掉“洗辱牌”，

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樊增祥也成为清

末民初著名的诗人，官职曾任陕西布政

使、署理两江总督，成为一代封疆大吏。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并

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和夸耀的品

德。一个人的一生中，难免因做错事情

而受人批评甚至遭人羞辱，这样的羞耻

可以让人自暴自弃，就此沉沦，但也可以

令人激发出昂扬的勇气，成为蓬勃向上

的动力。两种态度，两种结局，在这一点

上，樊燮给我们演绎了一个另类的经典。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赴徐州任太守。
上任不久，便遇到洪水围城，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
城池安然无恙，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细阅史料，苏
轼抗洪举措，值得今人借鉴。

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沭、泗诸水的下游，黄河
和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东南有骆马湖，西北有微山
湖，地势低洼，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极易
发生洪涝灾害。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河南
濮阳至山东西南部一带，皆为泽国，灾情严重。苏轼得
知这一讯息后，知道洪水不日即可抵达徐州，于是他启
动防洪预案，立即采取四项措施：

一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苏轼立即全民动
员，组织民众拿上挖土、运土的工具，修补堵塞河堤
上的洞穴隐患，并储存大量的土石、刍茭、柴草，以备
抗洪之用。

二是安定民心。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如脱缰的野
马，波涛汹涌，奔流而至徐州，淹到徐州的东、西、北
门。此时，徐州又连降暴雨，水位急速上涨，“彭门城
下，水二丈八尺”。危机之际，城内人心惶惶，一些富户
欲携家带口出城躲避。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苏
轼一面加固城墙，防止洪水破墙而入；一面安定民心，
他派出救济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保证
百姓洪涝期间不饿肚子，稳定波动的社会情绪。苏轼
亲自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户的思想工作，诚恳
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百姓
会倾城而出，还有谁和我一起抗洪守城？如果洪水进
城，你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请你们放心，有我在，
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苏轼斩钉截铁的语言和义薄云
天的豪情，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他们决心留在城内，
与百姓一起抗洪保城。
三是求助于军队。宋朝的禁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

挥，地方官员无权调动。险情紧急，如果再向朝廷奏报
请调军队，路途遥远已来不及，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
无法出城。为增强抗洪力量，无奈之下，苏轼亲赴军
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禁军主动积极参加抗
洪。苏轼对卒长说：“洪水已经包围了徐州城，全城百

姓命悬一线，已是千钧一发之际，你们虽然是禁军，不
属于我调遣，但是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共抗洪
害，保民平安。”卒长也被苏轼感动，毅然说道：“太守尚
且不躲避洪水，临危不惧，我辈小人，理应效命。”于是，
卒长带领士卒与百姓日夜奋战，在城东南抢修起一道
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
一丈，厚两丈，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外。

四是与民同甘共苦。抗洪期间，苏轼在城墙上搭
起草庐，既是办公地点，又是夜宿之所，“夜闻沙岸鸣瓮
盎，晓看雪浪浮鹏鲲”。他脱去官服，身穿布衣，脚蹬草
鞋，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的决心，
誓与徐州共存亡，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多次
过家门而不入。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下，十月初五，洪水
退却，徐州转危为安。“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釂空瓶
盆”，全城民众欢声雷动。

苏轼奋不顾身抗洪的事迹传到朝廷后，皇帝下旨
称赞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
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
得到上下赞颂的苏轼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清

醒地认识到徐州防洪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为了今后洪
水不再泛滥成灾，百姓能安居乐业，他又做了两件事：
一是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
役增筑“外小城”，以加固内城。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次年二月，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一千八百米粮，七千
二百个员工用于防洪堤坝建设。二是修筑黄楼纪念抗
洪胜利。苏轼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不仅要把
城门筑得牢不可破，而且还要在此建一座黄楼，以镇水
患。按照五行之说，黄代表土，水来土掩。水灾刚过，
木石匮乏，为了不增加百姓困难，苏轼便下令将官府内
一处废旧建筑拆除，修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
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初九重阳节，黄楼落成，

全城同庆，官民欢呼雀跃。此情此景，苏轼感慨万千，
赋诗《九日黄楼作》，其中写道：“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
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
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
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

樊燮的“洗辱牌”
清风慕竹

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
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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