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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风物语·歇后语

被遗忘的七夕节俗
赵华

说书留扣儿

——下回再说
谷正义

天津味

金牌猪手
上世纪九十年代，

天 津 国 营 饭 店 与 外 地
同行交流频繁，此菜便
是 天 津 随 园 酒 家 从 福
建 引 进 的 。 它 改 变 了
天 津 人 吃 猪 蹄 多 用 酱
制、卤制的方法，将猪
蹄焯水后加盐、白醋等
作料炖至酥烂后入油炸
至表皮金黄，撒上椒盐
食 用 。 口 感 是 外 皮 酥
脆，肉质软
烂，为佐酒
美味。
（朱振远）
（扫二维码观看操作视频）

评书是中国民间说
唱艺术的瑰宝。上世纪
二十年代初，从北京传到
天津。说评书看似简单，
实则很难。没有布景和
音乐伴奏烘托气氛，“一
人一桌一醒木、一把折扇
一毛巾”，凭着一张嘴能
让听众痴迷、叫好、上
瘾。因此，评书演员必须
具有深厚、扎实的艺术功
底，善于揣摩并掌握听众
心理，尤其重要的是设计
好“扣儿”。

所谓“扣儿”，就是制
造悬念，书说到关键高潮
时，戛然止住，不说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

常言道：“看戏看轴
儿，听书听扣儿。”只有
拴住一个又一个的“扣
儿”，恰到好处，才能叫
座儿，吸引更多听众。
“话说淫贼一枝桃谢虎，
手使毒药镖，对准天霸打
去，但见赛罗成‘哎呀’
一声，仰面躺在地上。淫
贼一枝桃哈哈一笑，口中
说道：‘天堂有路你不
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手
起 刀 落 ，只 听 咔 嚓 一
声！”此刻，说书人将醒
木“啪”的一拍：“诸位，
明天早上见。”到关键时
刻，听众想听个水落石
出，他偏偏不讲了。您说
听众明个儿能不来吗？
天津有句歇后语：“说书
的 留 扣 儿 —— 下 回 再
说”，表达的意思就是：
对这件事，今儿个暂不
说，以后便知分晓。

津人“七夕”旧俗多
在唐代诗人和凝的《宫词》

中写道：“阑珊星斗缀珠光，七
夕宫娥乞巧忙。”崔颢《七夕》：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
针线。”描写了唐代都城长安七
夕节盛况。由此可见，七夕乞
巧历史悠久。

天津是座移民城市，在融
汇各地习俗基础上，逐渐形成
独特节俗文化。比如旧时，七
夕之夜少女、少妇要举行拜织
女的仪式，祈求织女赐予一双
灵巧的手。“巧妇”意味着人神
心通，织女已将灵巧的绣花针
赐予，能织出绚丽多彩的图
案。祭拜后，在月光之下，以五
彩丝线穿针，谁先把七根针穿
完，谁就有一双巧手，是为“对
月穿针”。

另有“投针验巧”的习俗，
天津人谓之“丢花针”。天津地
区有“七月七，丢花针儿，看针
影儿，分巧拙”的俗谚。在距今
140年前刊出的由张焘所著《津
门杂记》中记载：“七月七日，女
子以花针浮水面，占其影，曰乞
巧。”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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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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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其得巧；
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
蜡，此拙征矣。”

天津还有“喜蛛应巧”之
说。根据南朝梁代《荆楚岁时
记》：“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
巧。有喜子（即蜘蛛）网于瓜上
则以为符应。”清朝末年《天津
事迹纪实闻见录》也有相关记
载：“女子以花针浮水上，觇其

影。暨陈瓜果于庭，有飞虫落
于上，曰乞巧。”

旧时，每逢七月七，城乡姑
娘们都这么过节。但此俗现已
难得一见。

牛郎织女鹊桥会
织女是七夕节的形象代言

人，她堪称中国贤德妇女的典
型代表。

天津民谣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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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七夕节日形象大使——织女
还被赋予了“爱情坚贞”的文化
含义。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是
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流传
时间早、流传地域广。《诗经·小
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
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是
为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汉代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久经流传，家喻
户晓。南梁任昉的《述异记》，
将牵牛、织女两颗星辰赋予人
间的爱情故事。唐代诗人白居
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
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
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最终成为爱情箴言。宋秦少游
《鹊桥仙》：“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牛郎织女
歌颂为坚贞纯正爱情的化身。
随着时间推移，牛郎织女鹊桥
相会的爱情传说，深深嵌入七
夕节文化中成为主流。

在民间，相传农历七月初
七的夜晚，是牛郎织女一年一
度在天河相会的时日。晴朗夜
空，繁星闪耀，银河横亘，牵牛
星和织女星隔河遥望，喜鹊为
之搭“鹊桥”促成。

七夕节仨来源
七夕节，源于汉代，来源说

法不一。
第一个来源，是古人对天

体星宿的崇拜。先人认为天
体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
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
中以北斗七星最为明亮。北
斗七星中第一颗星名叫魁星，
又称魁首。科举制度产生后，
考 中 状 元 号 称“ 大 魁 天 下
士”。于是，读书人把七夕节
称为“魁星节”。

第二个来源，是古人把日、
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
合称“七曜”。 数字“七”常用
来划分时间。比如中医认为，
女子生理以每七年为一界限：
七岁时肾气旺盛，十四岁始来
月经，四十九岁进入绝经期。
另外，人们视“七七”为人生终
局，给亡人做道场，以满“七七”
为限。“七”与“吉”谐音，“七七”
双吉相叠，视为吉日。

第三个来源，即男耕女
织。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
故事就是建立在男耕女织经济
基础上的。近年来，国人又把
“七夕”与西方情人节相比附，
被说成“中国情人节”。

关于“七夕”节的三个来

源，将天体空间、历史时间和社
会人间这三个要素有机联系起
来，把天、地、人三者融为一体，
将神话、历史和现实冶于一炉。

七月初七曝书晒衣
民谚：“七月初七，曝书

晒衣。”也是七夕节文化内容
之一。

曝书是古代流传的有效的
文献保护方法。刘义庆《世说
新语》记载文人晒书的趣事：七
月七日，人人晒书，只有郝隆跑
到太阳底下躺着。人家问他为
什么，他回答说：“我晒书。”晒
肚皮就是晒书，体现了郝隆的
书生意气，也验证了“胸无点墨
心常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
人自信。

宋代文史大家司马光坚持
曝书，所藏之书“年月虽深，终
不损动”。而历史上很多古籍
能完整保存至今，也与这项活
动密切相关。七夕曝书不仅是
防潮防蠹防霉的文献保护方
式，还被附加了很多文化功能，
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曝书规
模盛大而隆重，文人相聚，评书
评画，鉴赏文物，雅致有趣。成
为雅士学子大开眼界，大饱眼
福的文化盛会。

科举制度出现后，考中状
元被称为一举夺魁。因为魁星
主掌考运，因而读书人又把七
夕称为“魁星节”“晒书节”。在
农历七月初七这天，求取功名
的读书人都要例行祭拜魁星，
祈求保佑考运亨通。

农历七月初七有鹊桥相会的爱情，还有女子祈求心灵手巧的美好

今 天 是 中 国 传 统

的 七 夕 节 。 在 古 代 ，

每 逢 农 历 七 月 初 七 ，

女 孩 子 都 要“ 乞 巧 ”、

读书人要举行“晒书”

仪 式 …… 如 今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很 多 传 统

习 俗 都 已 淡 出 人 们 的

记 忆 。 2006年 5月 20

日 ，七 夕 节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名录。

《汉宫乞巧图》部分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