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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的七月初七，称七夕，亦叫乞巧节，也叫少女节、

双七节。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曹

保明的心目中，七夕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具有特殊意

义的一个节日，它以非常美好的姿态体现了人和自然的

关系。传统节日体现人和自然的关系在生活中十分普

遍，如清明、中秋等都各有体现，内涵比较集中。而七夕，

则是一个综合命题的传统节日，它把人类对自然的观察

和对生活理想的表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七夕起源，最早见《大戴礼·夏小正》“七月初昏，织女

东而向”，《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

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

服箱。”在《古诗十九首》中，就有牛郎织女故事的影子。

包括《淮南子》以及《搜神记》中，都有关于牛郎织女的传

说记载。这表现了古人擅于对自然进行观察，并擅于把

自己的希望和理想与其进行联系。

曹保明认为，这种由天上星宿传说记载的特征表现

着重要的人文意义，那就是人们企图以此表述自己的追

求，这是七夕这个传统节日与众不同的内涵，是人类通过

对自然观察的文化结果。农耕的人们比较注意以太阳、

月亮和星辰的变化来决定春耕、夏锄和秋收，而这种观察

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人类对自己生活理想的寄托。

由于有了对自然的观察，希望农耕风调雨顺的同时，人们

又有了生活理想的升华，这就是最早七夕节的意义。人

们通过观察天的自然顺序来表述自己的生活顺序和理

念，而其最重要的活动——男人农耕、女人纺织，于是“牛

郎织女”便应运而生。所以，七夕蕴含着人类追求生活极

致的文化理念，农耕的耕夫希望有牛郎一样的劳动本领，

而天上的织女赋予了爱情和神奇的织艺，这是一种理想

主义的男耕女织典型。

文化的深度追求是无止境的，这使得七夕成为了追求

极致情感的范本。于是人们将七夕加工、打造、构建成可

操作性很强的一个活态节日，那就是乞巧。聪明、灵慧是

人们所追寻的天性，依据传说情节，在七夕葡萄、瓜果架下

听音能使人变得聪明灵巧，其实那是人在一个静态的环

境、背景中努力前行的体会，是自然、生活带给人的经验。

七夕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它独具的巧女类型。它赋予

了女性一种独具匠心的发展背景和空间，这是任何传统节

日所不具备的文化资格，也是这个节日独具的文化、民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因此，这个节日具有丰富的创造性发

展和创新性转换的内涵要素。

“其实，在人类乞巧、讨巧、寻巧的过程中，人会越来

越巧，这就是生命学习创造便会越来越优秀的道理。”曹

保明说，在七夕这个节日中的展示智慧比赛、讲述“巧女

故事”，传递人生创新发展的实例，都具有天人合一的理

由，这为生活弘扬了进步上升的理念。而乞巧，必将创

新；乞巧，是渴望智慧的追求，是人类不断探索的节日；所

以，七夕也可谓求索节，以牛郎织女的勤劳、才貌、手艺为

类型，使七夕成为中国民间代表性的文化艺术节。而同

时，它又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节。

七夕可以定义为故事节，是因为它既是神话传说故

事，又是民间生活的现实故事，是两种故事内涵的融合。

它不同于端午的《白蛇传》，它具有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

角色，是天上人间、天人合一的一种故事类型——节日是

自然、历史和现实性很强的节日，故事是古今、天地、房前

屋后、街头巷尾都可流行的故事。这个故事节区别于其

他传统节日中单一的故事类型，具有现实主义意义。也

就是说，人们把牛郎织女的故事赋予在自己的生活现实

中，人人都可以进入故事情节，人人都可以以故事的主角

出现、参与和走进，努力实现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理想。这

种故事的内涵恰恰提升了七夕的意义和价值。

七夕节的丰富内涵，体现在它的自然性与生活性的紧密

结合。七夕节本来是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但这种

观察最后却落脚在爱情上，这就是它所达到的自然和人文文

化的结合。人类的思想认识最早开启于对自然的认识，一旦

自然文化离开了自然本身进入社会生活的结构，及人的情感

结构，自然文化就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七夕节的文化

内涵恰恰在于它从自然进入到人的生命、生活结构中，并进

入到人类最丰富的情感结构中，形成美好爱情天人合一的理

想表达，于是七夕就有了与众不同的节日使命。

在七夕节的现代意义上，曹保明认为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它的核心——乞巧。乞巧，是对知识获得的一种

渴望，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创新。人类有积极向上的

追求理念，而七夕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无比深刻的文化

样本。人类追求巧、智、聪明、完美，那就要创造，创造就

要创新，而创新是时代所赋予生命的希望。特别是青年

人，都希望开拓属于自己的智慧历程，所以，这也是七夕

带给生命的最重要的对接。

文化，产生于不断的交流和碰撞，而且还要有具体的

指向。曹保明尤其强调了一点：七夕节具体展现了一个

非常奇特而重要的“地点文化”，也可以称为文化产生的

背景和空间。也就是说在这一天，人们可以在一个固定

的背景和空间中交流智慧、产生智慧，这是许多节日所不

具备的一种内涵和环境条件。比如人们可以在自家的瓜

棚果架下乞巧，姐妹们可以集中到一个、数个瓜棚果架下

研讨交流，沟通各自技术、手艺的方式、方法，这是多么具

体的文化提升啊！这都是七夕给人们创造智慧的一种生

活提示。而这种地点、方式、方法也正是一种原色的生态

文化，人们越积极参与、组合、议论、分析，越能够产生智

慧火花。这是生动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空间。

所以说，华枝春满，花好月明。七夕的文化价值在于

其具体性、指定性、确定性、科学性，是产生文化交流、互

动的独特节日，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特征。

华枝春满华枝春满华枝春满华枝春满 花好月明花好月明花好月明花好月明
——听曹保明说七夕

□龚保华

打小，我便爱吃荠菜。像荠菜土豆丝汤、荠菜饺子、荠

菜馄饨，都是我之所爱。因而挖荠菜自然成了我童年生活

里的重要内容。直到去年，孩子上大学走了，周末终于有

了时间，我才有机会挎上小篮子、拿上铲子，和朋友们一起

去找寻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宝贝。

那是一个靠近鸭绿江的小村屯，十几户人家散散落落

的。天刚下过雨，那些嫩绿的小荠菜挤挤挨挨地铺了一

地，张着小手迎着太阳。这是上了农家肥的野地，荠菜长

得更加旺相。我们欢喜得大喊大叫，仿佛看见了经年的老

朋友一般，全然不顾形象，蹲下来就挖。

太阳照着后背，暖和和的。江风温柔地吹着，带着些

淡淡的水草味儿。田边的母牛和它的孩子静静咀嚼着，偶

尔哞哞叫唤两声。多久没有感受这样的时光了？于我而

言，至少30年了。30年的光阴真的不短，但30年又是倥偬

而过。30年前，我扎着小羊角辫子，在岭后的小山村和小

伙伴们挖荠菜，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小蚂蚱。30年后，我在

异乡的田野里，和我的同事挖荠菜。浮生若梦。但岁月没

有改变荠菜，它们一直都在田野里，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那天，我们挖了三四个小时，大家满载而归，虽然累得

腰酸背痛，但高兴不已，并相约周末再去。

鸭绿江边光照好，小荠菜渐渐茁壮，不似第一次看到

时那么嫩了，随着当时庄稼的收割，它们也渐渐成熟起来，

稳重多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秋风紧了，天气预报说，周末有

霜。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怕那些小荠菜禁不住寒威。

周末，我们穿上了厚衣服，早早就出发了。天气有些

冷，秋叶飘零，山风凌厉。

“八成是够呛了，茄子辣椒都被霜打了。”快到地方了，

胜利嘟囔着，掩饰不住担心。

“去看看再说，就当出来玩了。”尹姐安慰着。

“兴许，我们的荠菜是打不死的‘小强’呢？”我说。

说着话，就到地方了。胜利腿长，几步就进了地里，看

了会儿高兴地大喊：“还真别说，这家伙，还真是‘小强’！”

我们也高兴地奔过去。

“哪有啊？”尹姐眼睛近视。

“你好好看看，还在，就是被霜打红了。”胜利说。果

然，这荠菜经霜一打，颜色变了，像我们东北农民朴实的脸

膛。而且，它们的叶子也不再向上招摇了，而是紧紧靠向

地面，一如这收割后的大地。

我们最后一次去挖荠菜是即将下雪的那个周末。这

一次，山野里更加萧索了。荠菜的叶子只剩下了菜心那一

部分，眼神不好，找起来就有些费劲了。不过，找到后挖出

来就会惊喜地发现，它们的根比以前粗壮了很多。虽然叶

子少了，但是却比前几个星期分量重了。

“这时候的荠菜才好吃呢，甜！尤其是根，炖土豆、腌

咸菜都甜丝丝儿的。别看它们经了霜，开水一焯，还是鲜

绿的。”一个牵着牛的大嫂路过我们身边，热心地和我们说

着那可爱的荠菜。

原来，荠菜一直在悄悄扎根，这是为了积蓄能量好

与即将到来的寒风和冰雪抗争。大自然优胜劣汰法

则，让它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有了这样的生存智慧，

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呢？任

何生命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都让人敬畏，即使它看起来

卑微。

忽然觉得，荠菜的气质品格和东北人何其相似！能屈

能伸，能吃苦可耐劳，淡薄自守，宠辱不惊。

第二年春天，荠菜又是和蒲公英一起，最早迎接春天，

因而被李时珍称为清热明目、凉血降压、养肝去燥的“报春

菜”。

农历三月，荠菜开花，四片小巧洁白的花瓣里藏着鹅

黄的花蕊，一点都不含糊。小时候，我曾在一个荒坡看到

了一大片荠菜花，那简直是一片白色的花海！阳光下，春

风里，天地间，每一朵荠菜花都尽情摇曳着、舒展着，仿佛

那是它们在自己王国里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它们就那

么迎着阳光和风儿自己高兴着，不怨不馁，不浮不躁。为

了繁衍生息，它们的花茎拔得很高。那些小种子借着春

风，随处撒播，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土地贫瘠的就

长得小点，土地肥沃的就长得大些。

“谁为荼苦？其甘如荠。”小小的荠

菜，从《诗经》中一路翩翩走来，携着秦

风国韵，听过上古寻常儿女的叹息，历

过士大夫的超拔，一路踏歌前行。

时绕麦田求野荠时绕麦田求野荠
□华贞芝

民民民民间间间间一一一一绝绝绝绝

在早年的乡下，坯，就是由草与土混拌在

一起做成的土砖，是盖房子、垒院墙、建牛圈猪

舍所用的主要材料。那时乡下是清一色的土

坯草房，特点是既经济实惠，又冬暖夏凉。

记忆里，土墙有三种垒建方法：有用豆秸

拌泥垛的，有用草拌泥编的，但最多还是用土

坯垒的。垒墙时，每层土坯之间还要薄薄地铺

一层湿土。这样垒建的房子省时省事，因此经

常看到人们在农闲时脱土坯。

脱坯一般都是选择春耕后或秋收前的时

间，地点是平整宽敞的地方。如果在大泡子沿

那就更方便了，所用的土和水都是就地取材。

脱坯前，先将剁成两三寸长的草与土拌

匀，浇上水，闷一会儿，待草泡软了，土也发黏

了，便用二齿钩不断地搅拌，让水、草、土进一

步均匀地黏合成泥。

脱坯时，将木制的坯模子用水抹湿，摆放

在地面上，把泥填进去，四角用拳头捣实，坯面

上用水抹光滑，然后将坯模子提起来，一块土

坯就脱成了。脱坯要选择大晴天，脱好的坯暴

晒两天坯就干得差不多了。这时，把土坯翻立

起来，再风吹日晒一天，彻底干透了，可以码成

中间有空隙便于通风的花垛，还要在上边盖上一些草或旧席子什么的什么的，，

以防被雨水淋着以防被雨水淋着。。脱坯是个重体力活儿脱坯是个重体力活儿，，东北俗语东北俗语““四大累四大累””里里，，就有和就有和

大泥大泥、、脱大坯脱大坯、、吹喇叭吹喇叭、、夯地基夯地基。。

火炕是睡觉的地方，冬天又要靠火炕取暖，长年烧柴禾，炕洞烟道

也堵得不再畅通，因此每年都要扒一次炕。扒炕前，要提前准备好炕面

坯。炕面坯不同于垒墙用的黑土坯，为了让土炕的热气上来得快，炕面

坯要比垒墙坯薄一些，但它又要搪在炕洞上，必须结实，因此脱坯时要

在中间加进两根木棍，俗称坯骨头，用来增加坯的抗压强度。

脱坯还需要一样工具，就是运泥用的胯车子。胯车子是木制的独轮

车。它的木轮在最前边，直径约50厘米，外边包着铁皮，铁皮上钉着大

帽钢钉。车的平板在中间，差不多一米见方。前端有立着的挡板，可以

挡住所载的东西不会从前边滑落。平板的后边延伸出两个长长的把手，

下边有与把手垂直的两条木腿，与前边的木轮成三点着地停放。

近些年，农村的胯车子消失了踪影，演变为现在的钢制

独轮车。轮子为充气的橡胶轮胎，使其更加轻便灵

巧，同时取消了平板，换成了铁槽。独轮车在建

筑工地上搬运砂石、水泥等建材，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脱
土
坯
记
忆

□
王

爽

灶台下的柴火热烈地燃烧着，大铁锅里

是奶奶蒸的枣糕。我一脚迈进厨房的那一

刻，奶奶正“起锅”，一股浓浓的热浪泛着白色

烟气，“呼”地一下将厨房灌得满满的。恍然

之间如入仙境，隐隐约约中奶奶的身影好像

下凡的仙女。

这就是乡间厨房常见的场景。

小叔在家庭群里发来照片，几棵丁香树

竞相开放，粉紫色花朵安静地开在寂静的农

家小院里。思绪忽地回到奶奶家厨房，我想

到了乡间饭食。

时光倒退二十年。夕阳西下，暖暖的风

从院子里的花间穿过，我和爷爷合力将餐桌

抬到院子里，我搬来几个木凳子，摆好碗筷，

奶奶吩咐了，今天晚上在院子里吃饭。

农家人的饭食，一般都是柴火饭，以炖煮

为主，有自家地里种的各种蔬菜，有满地跑的

“溜达鸡”、笨鸡蛋，有爷爷钓的河鱼。人虽然

不多，但是饭菜摆得满满当当，爷爷总是在晚餐时要小酌一点的，一

粒一粒地吃着花生米，抿一口酒，不时地看向天空，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我说他过去的故事。青菜是那么绿，油汪汪地泛着光；水磨豆腐是

那么软嫩，裹着酱汁入口即化；泉水炖河鱼的滋味，能鲜掉眉毛；锅贴

蘸鱼汤，好吃得用爷爷的话说“给个神仙都不换”！

农家饭菜无需精致，味道也是朴素真诚的，却最能唤醒身体，如

时令密码一般灵验，春夏秋冬，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

气。

农家饭菜无需精致，味道也是朴素真诚的，却最能唤醒身体，如

时令密码一般灵验，春夏秋冬，吃的就是那一口从地里冒出来的清

气。爷爷热情好客，家里但凡做了好吃的、特殊的饭菜，隔着墙头吆

喝隔壁徐爷爷：“来啊，喝一杯。”这也是农家一大特色，晚饭是大家串

门聊天的好时候，徐爷爷就端着自家好吃的饭菜过来，或者夹一瓶好

酒。他和爷爷相处是快乐的，酒杯一碰，哈哈大笑。

农家人劳作了一天，晚饭是最惬意的时光，一吃就是一两个小

时。漫天繁星，灯火可亲，奶奶不紧不慢地在厨房收拾碗筷，我和爷

爷坐在院子里，一把摇椅一个小马扎，爷爷喝着大缸的

茶水，我看星星看月亮，抱着猫，什么都不去

想，这样的时光漫长又温馨。

那时没有手机去记录这

些美好画面，鱼鲜风婉，山花

争艳；也没想着用胶片相机

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星

语虫吟，斜阳舒暖。但

那些无心吃过的每一

餐，记忆都落在了饭

食里，无可避免地刻

入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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