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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7年 10月参军入伍，

到 1990 年的时候，可以休探亲

假了。连队领导说：“兵龄进入

三年的老兵，有探亲意向的提

前申请，我好早早安排，大家不

能赶到一起回家探亲。”

我递上探亲假条，领导很

快就批准了。我申请的探亲假

时间是从 8 月 10 日开始。一拿

到批准，我就赶紧将探亲回家

的时间写信告知了家人和女

友。这可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

家探亲，那种兴奋和喜悦，我觉

得就是用天下最美的文字也无

法描述。

然而，刚刚进入 8 月，当地

就接连下大雨。我所在的部队

要参加当地的抗洪救灾，我的

探亲假只能推迟。在当时，没有

手机，而我的老家农村更没有

安装电话，我和战友们跟家人

传递信息，大都依靠书信往来。

连日的抗洪救灾，让我筋

疲力尽，雨也不知什么时候才

能停下来。我无法判断探亲假

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也就没有

写信告诉家人和女友。

过了几天，雨停了。抗洪工

作结束后，连队领导说：“你准

备一下，明天就回家探亲。”我

喜出望外，连忙购买了回家的

火车票。

连续坐了 23 个小时的火

车，终于到了家乡的杨凌车站。

此时，已是夜里 10 点多。透过

车窗，我看到车外大雨如注。出

发时没有带雨衣，也没有带雨

鞋，我想着自己只能冒着大雨

踩着泥泞的道路回家了。

杨凌是个小站，下车的人

不多。一下车，对面就有人举

着雨伞叫我的名字。我想，家

人和女友根本不知道我今天

回来，不可能有人来接站呀，

是不是有人和我同名？可这声

音却是那么熟悉，分明就是我

天天想念的女友的声音。听着

如此熟悉的声音，我还是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怀疑自己的耳

朵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当女友走过来一把拉着我

的胳膊并将雨伞举到我的头顶

时，我这才看清了，她着实是我

的女友。我兴奋地问：“你如何

知道我今天回来？”

她说：“收到你说要回来探

亲的信后，我就在车站列车时

刻表上查到你会坐这次列车回

家，就天天晚上这个时候在车

站等你。”说着，她卸下了肩上

的包袱，取出一件雨衣披在我

的身上，随后又拿出一双雨鞋，

说：“快穿上雨鞋，出了车站可

是田边泥泞小道。”

我被女友的热情感动得泪

流满面，说：“都怪这雨，让我的

探亲假延迟到了今天，害得你

天天晚上在车站等我，让我太

感激啦！”

女友却咯咯地笑出了声，

说：“我要感谢这雨，要不然，我

们哪里能够赶到七夕这么好的

日子相会呀？！”

我问：“今天是七夕？”

女友也很兴奋，说：“你过

糊涂啦？今天是8月26日，农历

是七月初七，是牛郎会织女的

日子呀！”

火车站距我们村庄有十多

公里的路程。我们并肩走在泥

泞小道上。

没多长时间，雨停了，星星

和月亮都出来了。在田边的小

道上，我们仰头寻找着牛郎星

和织女星，一路讲着海枯石烂、

地老天荒的情话。

那个七夕，是我人生中过

得最浪漫最美好的七夕。

七夕的主题
熊秀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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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虽然未曾进过一

天学堂门，但在我眼里却是精

通古今，满腹经纶，她甚至还能

阅读诗文。据奶奶讲，过去的女

人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

机会参加社会活动不说，更不

允许踏进学堂半步。

奶奶之所以能识文断字，

缘于她的父亲。奶奶说她父亲

是个文化人，平日里喜欢读书，

常常读到开心处就喜不自禁，

自诵自吟。奶奶耳濡目染，就缠

着父亲给她讲书中的故事，并

教她认了不少字。

在过去的年月里，夜里不

像现在有电视可看，无从消遣

的我经常早早地躺进被窝里听

奶奶讲故事。那时候总感觉奶

奶有讲不完的故事，每晚都有

故事，而且从不会重复。

奶奶讲的故事范围广泛，

什么幽默故事，爱情故事，童话

故事，励志故事，哲理故事，人

生故事……每一个类型的故事

都非常精彩，而且听完令人大

开眼界、深受启发。

尤其是夏夜里，凉风习习，

月朗星稀，大家摇着蒲扇，听着

奶奶讲故事，那是最为惬意的

时刻。

记忆犹新的是奶奶讲的爱

情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梁山

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美人

鱼和王子……我最为难忘的，

是 奶 奶 讲 的 牛 郎 与 织 女 的

故事。

那天晚上，奶奶坐在场院边

的青石板上，边抬头望着天空边

为我讲解：“今天是七月七，牛郎

会织女，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只

可惜不能永远在一起！只有到了

这一天，他们才有机会在天桥上

相会……”奶奶边说故事边喃喃

自语，“你们有所不知，为了他们

能够在今日相见，也为了他们的

爱情，这一天里，就连所有的鸟

雀都飞到天上为他们搭桥去了。

过了今天晚上，他们又要分别

了，再要相见，就又得等到下一

年的七月七日去了……其实这

牛郎和织女呀，虽然一年才见一

次面，而且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但却比世上的人都要强哩，这人

要是一旦分别了，就永远也再难

以相见了……”奶奶说着，声音

便渐渐地哽咽了起来。

在月光下，我见奶奶用胸

前别着的手绢擦拭着眼睛。那

时候的我虽然小，还不完全明

白奶奶所说的道理，但我隐约

感觉到了奶奶是触景生情，怀

念起了我的爷爷。我虽被大人

告知爷爷“去世”了，但我还

是问奶奶：“奶奶，那我的爷

爷呢？”

奶奶就回答我说：“你爷爷

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

“很远有多远？爷爷几时能

回来？”我问奶奶。

“他……他逛够了就回来

了……”奶奶说。

因为奶奶的这句话，在我

孩童时代，就一直在盼望着有

朝一日爷爷会回来。

可后来大些时，我才真正

意识到，人“去”了就不能再回

来。那时我也渐渐明白了奶奶

的感受。她是不忍心说爷爷死

了，也许在奶奶的心里，爷爷还

永远活着。从此以后，虽然每年

的七夕奶奶依旧会为我讲牛郎

与织女的故事，但我却再没敢

提及爷爷。

在爷爷奶奶还年轻的那个

年代，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他

们俩也许没有体味过温馨和浪

漫的爱情，有的是为生活而苦

苦挣扎的跋涉与艰辛，但在奶

奶的心里，爷爷永远是她的眷

恋、她的不舍、她的牵挂。

两年前，奶奶和我们永别

了。对于奶奶的离去，我有许多

的不舍与无奈。但我想，就奶奶

而言，她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

界里见到先过去的爷爷了，我

应该感到欣慰吧！

又逢七夕，这个饱含古老文化的

传统节日，赋予了爱情美丽的传说，

亦注入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内涵。七

夕之时，让我们漫步历史长廊，到古

诗词中寻觅古人七夕的场景和感怀。

南梁庾肩吾写道：“九江逢七夕，

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

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

相送浦，不及穿针楼。”（《奉使江州

舟中七夕》）这首关于七夕的诗，是

南朝诗人庾肩吾外出公差，奉使江州

时，在旅程的船上遇到七夕佳节，于

是将美丽的神话传说和思家心境一

同题入诗中。此诗描摹夜景，写来如

画，借典言事，生动隽永，极富意趣。

此诗是说，一年一度的七夕是牛郎织

女欢聚的日子，然而在这个融洽的节

日夜晚，自己却身在旅途。天上那横

贯的银河，在七夕晚上似乎格外璀

璨，静静地倒映于江面。夜风阵阵，

微波荡漾，江波映着星影起伏晃动，

一下一下撞击泊船，水中的织女星似

乎一次又一次要攀上小船。自己以出

使的身份，奉使江州，飘摇江上，宛

如行舟天河。节日不能与家人相聚，

虽是一件憾事，却领略到大自然所赐

予的难得体味，心中的快意似乎要胜

于与家人共守了。细细品读庾肩吾的

这首七夕诗，质朴的文字清新自然，

诗情画意，表达了诗人对牛郎织女忠

贞不渝爱情故事的敬意之情，其真挚

情感亦流淌诗中，颇具情致。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

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

鼓星。”唐代徐凝的这首《七夕》诗，

是诗人于七夕之夜，触景生情，提笔

而作，生动描绘了牛郎与织女美丽而

又坚贞的爱情，亦表达了诗人对七夕

的美好愿望。诗中说道，一道仙鹊架

起的小桥横卧在茫茫的银河，听着织

女玉佩的叮咚，看她款款过桥而来，

不禁想起自己和有情人的离别，会不

会这样年复一年。怅然间抬头望去，

牛郎星闪烁着亘古不变的光华，于是

诗人的哀愁，便淡了许多。此诗文字

幽婉，于无尽的感思之中，鲜明地表

述了诗人七夕的期盼与感怀，耐人

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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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巧，七夕风俗。因织女星是

天上的织布能手，少女们便在七夕

节，于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即乞

求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称为“乞

巧”。这首唐代林杰所作《乞巧》诗，

描写的便是古人过七夕节的一个场

景。七夕佳节，人们纷纷抬头仰望浩

瀚天空，好像能看见牛郎织女渡过银

河在鹊桥上相会。女人们望着秋月穿

针乞巧，穿过的红线都有几万条了。

诗中描绘的场面，牵动了一颗颗善良

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

丰富的想象，亦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

喜悦之情，读来颇为怡心。

七夕至，到古诗词中掬一捧内涵

文 化 ，觅 一 抹 七 夕 感 怀 ，厚 重 而

宽博。

七夕，在我的家乡被叫做

“乞巧节”，这一天女孩子们都会

拜织女“乞巧”，希望自己能够像

织女一样聪明灵巧。这个节日是

属于女孩子的，我们男孩子是看

热闹的心理。乞巧节让女孩子们

展示出最美的风姿。

乞巧节前夕，女孩子们都撒

了欢儿，好像一群即将开放的

花儿一样，热热闹闹挤在一起。

她们忙着赶制自己的作品——

绣个花儿，缝个沙包，扎个毽

子，乞巧节那天她们会来个“才

艺大比拼”，看看谁的手艺好。

她们议论着谁的手巧，做出的

活针脚细密。大人们笑眯眯地

夸赞着女孩们，还会点评一下

谁将来一准儿是个好媳妇。女

孩们听了，害羞地跑掉了。

从小就听牛郎织女的故事，

太熟悉了。我不知道织女长什

么样儿，总觉得应该是邻居二

丫那样的吧，瘦瘦弱弱，秀秀气

气，说起话来温声细语，一笑起

来，笑容就在嘴角的酒窝荡漾。

听母亲说，二丫的手是最巧的，

手指细细长长，一看就是灵巧

的模样。这个我清楚，因为我亲

眼看见过她在自己的手绢上绣

的花，好看得如同刚开的一样

新鲜灵动。

到了晚上，大家还会“拜织

女”。大人们把供品摆上，然后

招呼孩子们围过来。夜色温柔，

风儿轻抚，坐看牵牛织女星。我

们仰望星空，遥指着牛郎星和

织女星的位置，兴奋地谈笑着。

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老得能倒

背如流了，但每年的七夕总要

讲上一遍，一样的故事，常讲常

新。姐姐和堂姐们拜织女的时

候，我们都不敢吱声了，好像某

个神圣时刻降临一样。姐姐的

样子非常虔诚，脸上露出我从

未见过的严肃模样。我清楚，姐

姐太盼望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

了，她虽然还是个孩子，却担起

了家里的担子，家里缝缝补补

的活儿都是她的，她早早的就

有 了 对 家 庭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感。

拜过织女，孩子们就又撒了

欢儿，在星空下笑着闹着，很晚

才散去。

有一次，姐姐在第二天早晨

醒来后对我说，她梦见牛郎织女

在鹊桥上相会了，织女的衣服真

漂亮，一定是她自己织的。

儿时的七夕，是女孩子们一

个瑰丽的梦。男孩子们从那时起

就认定，心灵手巧、聪慧贤淑的

女孩最可爱。

家乡的七夕虽然还有吃巧

果、晒衣服、晒书等习俗，但完

全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给

冲淡了。这是个与织女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节日，单纯质朴

的女孩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精

神偶像，也确立了她们成长的

目标。“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

在 年 年 岁 岁 的 节 日 中 逐 渐

形成。

七夕来了，多情的人们心底多了

几分躁动——表达对爱人的美好祝

福，希望爱慕自己的人能趁机表达。

原本是普通的一天，可是加上“七夕”

二字，立刻就让人想到浓郁芬芳的爱

情的味道。

古往今来，爱情被赋予七彩的颜

色，被写成各种精彩的故事。我想，七

夕的诞生，承载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

期待——两个人相爱，即使各种原因

不能长相厮守，就算是一年只见一

次，那又怎样？爱可以穿越银河，可以

不惧时间，可以对抗距离。爱，岂止是

可以逾越沧海桑田，它至真至纯，可

以让相爱的人置生死于不顾。纵然消

失于长空，纵然化作尘埃，我还是想

对你说，你是我今生的惟一。

正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

往，牛郎与织女才担当起真爱的代言

人，两个神话人物代表的是天各一方

的两个相爱的人。人们赋予了这对夫

妻的故事很多凄惨的成分，天河何其

远，时光何其长，然而这一切都不会

改变一对夫妻的爱情

年年七夕，岁岁风情。曾经，我们

都是听着七夕的故事长大的，也是七

夕的期盼者和受益者，然而，斗转星

移，世事变换。有人说，谁是谁的七

夕？谁又是谁的惟一？在这个情感迸

发瞬息化，表达爱意多元化，自我意

识坚固化的时代，我们对爱情似乎有

了几分迷茫。我们看多了，一对爱人

牵手前行，但最后却渐行渐远，不信

任、不理解在岁月里越积越多，也许

一个转身就是爱情的天涯，向前一步

就到爱情的死角。

当然，爱是人间最美的向往，珍

惜爱，懂得爱，执着爱，必定能享受爱

情的甜美与幸福，放纵爱，自私爱，虚

伪爱，必然受到爱的惩罚。

美好的爱情总是让人依恋。又是

一年七夕到，我却感受着失落——快

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单身的

我在心里问，在这个七夕，谁会给我

最深情的一个拥抱，谁又能牵住我的

手？曾经给我温暖、给我希望、给我力

量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思念是记

忆的海。就让我把曾经爱过的那段刻

骨铭心的经历，当作一份礼物，在七

夕送给自己，让自己学习如何珍惜

爱，如何好好地爱一个人；也懂得去

爱，懂得爱要付出也要执着坚守；给

前行的路上点一盏灯，认真爱过，无

怨无悔。
奶奶的七夕

陈亮（陕西）

最忆儿时七夕
王国梁(河北)

七
夕
读
古
诗
词

卜
庆
萍
（
山
东
）

歪打正着的七夕
杨进峰（宁夏）

我
的
七
夕

张
培
胜
（
广
东
）

今天是 8 月 7 日，农历七月七日，七夕。又称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
乞巧节、七娘会、七夕祭、巧夕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拜七姐，祈福许愿、乞求巧艺、坐看牵牛织
女星、祈祷姻缘、储七夕水等，是七夕的传统习俗。经历史发展，七夕被赋
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使其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从而被
认为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

中华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传递亲情，传承文化”深厚内涵，是华夏儿
女挖掘文化自信的精神富矿，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风尚、
凝聚民族情感，着力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节日氛围。今年七夕，我们来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七夕故事和七夕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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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