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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味道不一定最好袁但一定是此生最深刻的记
忆袁并且对一个人的口味有着决定性意义遥 每个人对食
物的认可和定义往往来自最初尝试的味道袁这种感觉会
贯穿人的一生遥

这样的食物不一定珍奇尧昂贵袁但伴随它的那段记
忆一定是唯一的遥

记得小时候袁每到夏天袁勤劳能干的母亲总会隔三
岔五做上一顿凉粉来犒劳家人遥母亲是用红薯粉淀粉做
的凉粉遥做凉粉时袁先将淀粉加入适量的水袁熬好后装在
大脸盆中袁冷却后就凝结成一块袁颜色也变成墨绿色了遥
这时袁一大盆的凉粉就可以分而食之尧大快朵颐了遥

有时为了让凉粉尽快凝结袁母亲会把装凉粉的盆浸
在井拔凉水里袁这样吃起来更爽口遥凉粉像豆腐一样软袁
但比豆腐有韧性尧有弹性袁不容易散碎遥
等到凉粉凝结后袁母亲就会用刀划成大块袁放在凉

水中冰镇着袁吃时将一块块凉粉捞起来袁在手中用刀横
切几刀尧竖切几刀袁切成均匀的小块袁然后装在碗里袁浇
上一勺蒜汁尧一小勺香醋袁再撒上一撮芫荽碎即可遥

这碗凉粉筋道弹牙袁绵滑香浓袁绿白相间尧红绿相
衬尧油亮汤爽袁煞是吸引人遥 要不喜佐料的袁直接白口吃
也可以遥

那凉粉吃进嘴里袁入口就化掉了袁咽到肚子里袁冰
凉冰凉的遥 尤其是在酷暑难耐的夏天袁吃一碗这样的
凉粉袁别提有多爽遥 吃时哧哧溜溜尧稀里哗啦袁正因为
此袁吃凉粉才叫喝凉粉遥 不一会儿袁满满一碗清爽酸辣
的凉粉下了肚袁咂摸着舌齿间的留香袁递过碗来喊道袁
再来一碗遥
这是儿时的味道遥那时候袁每到夏天袁街上就会有凉

粉摊出现袁等待着喜欢它的人出现遥如今袁这种摊位已被
岁月侵蚀得无影无踪了遥

因为袁味道的后面是记忆袁记忆的后面袁则是绰绰若
若的我们和生活遥
同时袁凉粉还具有两面性袁既然有凉爽的凉凉粉袁也

会有烫嘴的热凉粉袁那就是炒凉粉遥
炒凉粉袁是小城的传统名吃袁且被众多小城人喜爱遥
炒凉粉的摊位上袁都有一口直径半米多的平底大铁

锅袁端坐在和锅底一样大的炉口上袁半个炉口里是欢快
窜起的火苗子袁半个炉口则被黑煤块掩盖起来遥 大锅里
堆着半锅切成块儿的尧颤巍巍的凉粉遥

有客人要吃时袁摊主会麻利地用铁铲从凉粉堆里扒
拉出准确的分量袁 划拉到被火苗舔着的这半边铁锅里袁
然后野 呲啦冶一声浇上蒜汁尧葱花等袁乒乒乓乓一通爆炒遥
确保每块凉粉都沾上了佐料后袁 从旁边抄起一个小黑
碗袁野 啪冶地扣到翻炒好的凉粉上袁稍焖袁就可起锅啦遥 这
时候袁豆酱和着葱蒜的焦香就腾然飘起袁站在锅边等待
的食客嘴里就开始条件反射地分泌唾液遥

有经验的老食客会在等待的时候交代摊主院野 炒焦
点儿遥冶意思是炒得老一点遥摊主会意袁会多焖一会袁凉粉
起锅时就会有一层金黄的焦锅巴附在锅底袁融合了各种
作料香味的焦锅巴还带着凉粉的爽滑袁 入口有软有硬袁
浓香扑鼻遥

炒凉粉时袁摊主从来不用锅盖袁都是用一个小小的
盘子扣在爆炒的凉粉上袁凉粉炒熟袁就拿这个盘子盛了
凉粉端给顾客遥 特别是在冬天袁用这种经过加温的盘子
盛了凉粉袁吃到最后也是热的遥这种食物带来的温暖袁竟
让人感觉到些许的女性温存遥

如今袁这样的平底大锅袁已被精明的小贩们改进为
方形的铁皮平底锅遥这只锅有一尺宽尧二尺长遥怕凉粉溢
出袁这种锅四面围挡袁基本上成了改进的铁板烧袁既方便
了摊主操作袁也显得格外卫生遥

凉粉终究带着一种食物的温存袁尽管如今仍有男士
不大优雅地坐在炒凉粉摊上狼吞虎咽袁但据观察袁经常
吃炒凉粉的袁仍以细嚼慢咽尧秀口品尝的女性为多遥

这种现象袁并不妨碍凉热皆宜的凉粉的美味袁因为
这种美食留住了回忆袁在味蕾上让我们回味着美好的生
活遥

凉粉炎凉
李晓伟 揭秘中原方志中形式多样的七夕乞巧游戏

刘孟博

七夕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袁
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袁牛郎织女七夕
鹊桥相会的传说故事袁至今仍被人们奉为
佳话遥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袁至少在三四千
年前袁有关牵牛星尧织女星的记载就已经
出现袁 创作于西周的叶 诗经窑小雅窑大东曳
曰院野 维天有汉袁监亦有光遥跂彼织女袁终日
七襄遥 虽则七襄袁不成报章袁皖彼牵牛袁不
以服箱遥 冶这段文字描述袁可能是牛郎织女
神话最早的雏形袁期间人物形象已隐现其
中袁呼之欲出袁为此后牛郎织女传说故事
的产生袁提供了潜在条件遥野 牵牛冶野 织女冶
的人格化袁 是到两汉时期才演变出来的袁
汉初叶 淮南子曳中便有野 乌鹊填河成桥而渡
织女冶的记载袁同时两汉时期还产生了最
早的关于牛郎织女形象的绘画和雕刻袁比
如班固的叶 西都赋曳和张衡的叶 西京赋曳袁均
记载了设于长安昆明池边的牛郎尧织女石
像遥

七夕节乞巧的来历

汉代是七夕由古代历法的天文点向

岁时节俗转变的时期袁 至魏晋南北朝袁随
着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广泛传播和日趋

完善袁七夕逐渐成为民间普通节日袁节俗
活动也日臻丰富遥通过翻阅现存的典籍资
料袁不难发现历史上的七夕乞巧活动精彩
纷呈袁尽管不同的朝代在乞巧活动内容和
方式上有所差异袁但整体而言都表达了古
代女性对于提升女红技艺尧追求美好生活
的心理期盼遥

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

的发源地袁历史上洛阳尧开封两地袁曾长期
作为国内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中心袁因此历代
关于七夕节俗描述的杂记尧 诗歌不胜枚
举遥 中原历史文献中袁关于七夕节俗活动
的详细记录袁最早可溯至北宋袁宋代社会
经济尧文化的繁荣袁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
展遥 文人们以纸笔为媒袁屡屡描摹和回忆
帝京节庆风俗的场景袁宋窑陆游所撰叶 跋吕
侍讲岁时杂记曳曰院野 承平无事之日袁故都
节物及中州风俗袁人人知之袁若不必记曰自
丧乱来七十年袁遗老雕落无在者袁然后知
此书之不可阙遥 冶

北宋窑吕希哲的叶 岁时杂记曳尧南宋窑孟
元老的叶 东京梦华录曳袁是研究北宋都市社
会生活尧经济文化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
籍遥 通过这两部书的介绍袁今人可以对宋
代开封地区的七夕节俗活动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一开始袁绵延好
几条大街的七夕乞巧市就已经开张袁售卖

野 水上浮冶野 谷板冶野 花瓜冶野 果实花样冶野 果食
将军冶野 双头莲冶野 磨喝乐冶等七夕节应之物
的商贩随处可见袁 购买者更是摩肩接踵袁
熙熙攘攘袁以致车马不通袁可以说宋代七
夕节是盛况空前的全民节日遥

宋代之后袁七夕节即呈现出逐渐衰落
的趋势袁透过清代及民国所修地方志不难
发现袁中原地区七夕节俗较宋代规模及方
式已有缩小和改变袁但仍丰富而多彩遥 迄
至近世袁尤其是民国以来袁以拜织女和乞
巧为核心的七夕风俗袁则日趋没落遥 本文
通过对中原地区七夕文献的梳理袁使人们
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七夕节俗袁在中原地区
的演变及辉煌过去遥

种类多样的乞巧游戏

历史上不同时期袁在中原各地流行的
乞巧游戏也多有不同袁 大致可分为两类遥
第一类为野 赛巧冶袁如穿针乞巧袁即谁穿针
引线的速度快袁谁就野 得巧冶袁慢者为野 输
巧冶遥种生乞巧也有竞技的成分存在袁以所
种谷物的出芽率和长势袁作为是否野 得巧冶
的评判标准遥 第二类乞巧游戏为野 卜巧冶袁
即用类似占卜的形式袁 来测验是否野 得
巧冶袁 较有代表性的为蛛丝卜巧和浮针验
巧尧浮芽验巧袁在比赛过程中存在着更多
的不定因素遥

渊 一冤尧穿针乞巧
穿针乞巧袁 是最早的乞巧方式之一袁

始于东汉遥 东晋窑葛洪笔记小说叶 西京杂
记曳载院野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
开襟楼袁俱以习之遥 冶至魏晋南北朝时袁开
始涌现出大量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袁其中
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遥 南宋窑陈元
靓叶 岁时广记窑七夕上曳卷二十六袁援引南
朝窑顾野王叶 舆地志曳 曰院野 齐武帝起层城
观袁七月七日袁宫人多登之穿针袁世谓之穿
针楼遥 冶

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文明袁不仅树立
了以农为本的思想袁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
织的传统遥 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
绣袁纺纱织布袁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遥七夕
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袁她们都渴望

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双手袁于是七夕之
夜袁手持五彩丝线袁向着月光比赛穿针引
线袁以此来展示自己娴熟的女红技艺遥

古代用于七月七乞巧的针袁又称野 玄
针冶袁 这种针的针孔较大袁 有的还不止一
孔袁有五孔尧七孔尧九孔之说遥宋窑金盈之著
叶 醉翁谈录曳卷四叶 京城风俗记曳曰院野 夫乞
巧楼多以采帛为之袁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
月下穿之袁其实此针不可用也袁针偏而孔
大遥 冶

宋窑金盈之对北宋时期开封地区七夕
夜穿针乞巧的描述袁或许是中原地区关于
该习俗最早的记录袁后世的地方志袁在节
俗介绍中袁对穿针乞巧的节俗活动袁亦多
有记载遥

康熙三十五年叶 唐县志窑封域窑风俗曳
卷一曰院野 七月七日袁 家治酒看牛郎织女
星袁妇女每仰望穿针袁效乞巧遥 冶

乾隆五年叶 彰德府志窑风土曳 卷十一
曰院野 秋七夕袁女妇穿针乞巧遥 冶

乾隆十一年叶 南召县志窑风俗曳 卷二
曰院野 七夕袁穿针乞巧于天帝之女遥 冶

乾隆三十二年叶 嵩县志窑风俗曳 卷九
曰院野 七夕袁妇女陈瓜果袁穿针乞巧遥 冶

乾隆五十四年叶 偃师县志窑风俗曳卷五
曰院野 七月七日袁妇女对月穿针乞巧遥 冶

光绪二十五年叶 嘉获县志窑风俗曳卷九
曰院野 七夕袁女子陈瓜果祭织女袁穿七孔针
乞巧遥 冶

民国二十一年 叶 滑县县志窑民政窑风
俗曳卷七曰院野叶 西京杂记曳汉宫女七夕穿针
乞巧袁滑俗向于七夕陈瓜果于中庭袁妇女
结彩缕金袁对月穿针袁谓之耶 乞巧爷遥士女翘
首云汉袁看牛女相会遥 冶

渊 二冤尧浮针验巧
浮针验巧袁 又称野 丢巧针冶野 浮针卜

巧冶袁由穿针乞巧演变而成袁是明清两代盛
行的七夕乞巧方式之一遥 浮针验巧的方
式袁 相对穿针乞巧来说更为简单快捷袁只
需在阳光下置清水一碗袁待水面萌生水膜
后袁轻轻地将绣针浮于水面袁然后观察绣
针在水底呈现的影像袁即可判断是否求得
织女的智巧遥 明窑刘侗尧于奕正的叶 帝京景
物略曳 卷二记载曰院野 七月七日之午丢巧
针遥 妇女曝盎水日中袁顷之袁水膜生面袁绣
针投之则浮袁看水底针影遥 有成云物花头
鸟兽影者袁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袁谓乞
得巧曰其影粗如锤尧细如丝尧直如轴蜡袁此
拙征矣遥 冶

如果说穿针乞巧充满了竞技的意味

的话袁 将女红技艺与游戏竞赛结合在一
起袁因此而得野 巧冶袁颇为野 实至名归冶遥而浮
针验巧袁则近似占卜袁所成景象完全不可
控袁 因此该方式的游戏意味更浓厚些袁也
难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会因此而患得患

失遥
浮针验巧的乞巧方式袁清代在中原地

区曾较为普遍袁 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袁其
中以叶 祥符县志曳的记载最详遥

乾隆四年叶 祥符县志窑地理窑风俗曳卷
二曰院野 七月七日之午袁妇女多乞巧遥 以碗
贮水曝烈日中袁顷之水膜凝面袁举绣针投
之则浮袁谛视水底针影袁有云成物花鸟之
影者为上袁 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袁谓
乞得巧袁女伴相贺遥 其影粗如槌尧细如丝尧
直如矢则拙矣遥幼女尤忌袁或至垂涕泣袁其
母每曲慰之遥 冶

乾隆五十四年叶 巩县志窑风俗曳 卷六
曰院野 七夕袁具花果袁浮针乞巧遥 冶

嘉庆十八年叶 洛阳县志窑风俗曳卷二十
四 曰院野 七夕乞巧袁是日袁妇女置水碗浮
绣针袁侯其影以分巧拙遥夜陈瓜果祀女牛袁
晨起视有蛛网在上者袁为得巧遥 冶

光绪二年 叶 灵宝县志窑风俗曳 卷三
曰院野 七月七夕袁陈瓜果祀天孙袁漂针乞巧袁
名为女节遥 冶

渊 三冤尧种生乞巧
种生乞巧袁也称野 生巧芽冶袁女子们一

般在七月初一日袁或再早几日袁取绿豆袁或
豌豆袁或小麦在碗中浸润袁使其生根发芽遥
北宋时期袁种生乞巧已经在开封地区广泛
流行袁当时民间还流行这一种七夕应时陈
设袁提前在小木板上覆土袁播下粟米的种
子袁待长出绿油油的嫩苗后袁装饰上茅屋尧
树木尧人物等袁做成模仿田园风光的青绿
盆景袁用以乞巧之时观赏袁名曰院野 谷板冶遥

南宋窑陈元靓叶 岁时广记窑七夕上曳卷
二十六袁援引北宋窑吕原明叶 岁时杂记曳曰院

野 京师每前七夕十日, 用水渍菉豆袁 或菀
豆袁日一二回易水袁芽渐长到五六寸许袁其
苗能自立袁则置小盆中袁至乞巧可长尺许袁
谓之耶 生花盆儿爷袁亦可以为葅遥 冶

宋窑孟元老叶 东京梦华录曳卷八曰院野 又
以菉豆尧小豆尧小麦於磁器内以水浸之袁生
芽数寸袁以红蓝彩缕束之袁谓之耶 种生爷袁皆
於街心彩幕帐设袁出络货卖遥 冶野 又以小板

上傅土袁旋种粟袁令生苗袁置小茅屋花木袁
作田舍尧家小尧人物袁皆村落之态袁谓之谷
板遥 冶

通过上述文献的描述袁宋代在开封地
区流行的种生乞巧方式袁似乎更侧重于观
赏袁随着时光的消逝袁这一习俗也发生了
变化遥 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原地区清代尧民
国时期地方志袁发现当时河南各地袁种生
乞巧的节俗还有延续袁 然而却有所改变遥
原本的野 生花盆儿冶野 谷板冶等观赏性活动袁
受到浮针验巧的影响袁逐渐转变为浮芽观
影袁可惜各地方志中袁对浮芽观影的评判
标注袁皆语焉不详遥

康熙四十七年叶 孟津县志窑风土曳卷一
曰院野 孟秋之七日袁女子渍豆于碗袁生芽二
三寸袁曰院耶 巧芽爷遥 冶

乾隆三十一年叶 新安县志窑风土曳卷六
曰院野 七夕袁小女儿于七月朔日袁滋生麦谷
各豆等芽袁至七日取浮水面袁迎日视其影袁
曰院耶 乞巧爷遥 冶

同治四年叶 郏县志窑舆地窑风俗曳卷三
曰院野 七月七日袁姻家馈瓜果袁以菀豆生芽
高尺许袁送女氏袁夜则浮之水碗以乞巧遥 冶

民国六年 叶 洛宁县志窑风土曳 卷二
曰院野 七月七日袁为巧节袁夫妇于月朔袁养麦
谷七种袁是取浮水面袁向日观影袁谓之巧
芽遥 冶

渊 四冤尧蛛丝卜巧
古人常将蜘蛛视为吉兆之虫袁有野 蜘

蛛集而百事喜冶一说袁认为日常生活中如
果遇到蜘蛛袁往往有着很好的寓意袁预示
着即将有喜事发生袁所以也称蜘蛛为野 喜
子冶或野 喜蛛冶遥叶 尔雅窑释虫曳曰院野 蠨蛸尧长
踦遥 冶晋郭璞注院野 小鼅鼄长脚者袁俗呼为喜
子遥 冶

蛛丝卜巧袁也称野 蛛丝应巧冶袁该习俗
大致兴起于南北朝之时袁 最早见于南梁窑
宗懔所著的叶 荆楚岁时记曳中袁七夕夜祭祀
牛女之时袁所陈设的瓜果袁如果有蜘蛛当
夜在上面结网袁 便是应验得巧遥野 七月七
日袁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遥是夕袁人家妇女
结采缕袁穿七孔针袁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
庭中以乞巧遥 有喜子网于瓜上袁则以为符
应遥 冶

唐代之后袁 蛛丝卜巧的乞巧方式袁开
始在宫中和民间被广泛流行袁在七夕之夜
捕捉蜘蛛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盒子中袁次
日清晨看其结网的疏密来定巧拙遥 五代窑
王仁裕叶 开元天宝遗事曳中所载叶 蛛丝才
巧曳曰院野 帝与贵妃袁每至七月七日夜袁在华
清宫游宴遥 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
中袁求恩于牵牛尧织女星也遥又各捉蜘蛛闭
于小合中袁至晓开视蛛网稀密袁以为得巧
之候袁密者言巧多袁稀者言巧少遥民间亦效
之遥 冶

中原地区关于蛛丝卜巧的记录袁最早
见于北宋时期袁宋窑吴自牧叶 梦粱录曳卷四
曰院野 或取小蜘蛛袁 以金银小盒儿盛之袁次
早观其网丝圆正袁名曰院耶 得巧爷遥 冶宋窑孟元
老在叶 东京梦华录曳中也说袁七月七夕野 以
小蜘蛛安合子内袁次日看之袁若网圆正谓
之得巧遥 冶宋代之后袁此风一直延及至今袁
其形式基本与历史记载相同袁即捉蜘蛛于
小盒内结网袁和遗瓜果于庭院内袁次日看
是否有蜘蛛结网其上两种遥

嘉庆十八年叶 洛阳县志窑风俗曳卷二十
四 曰院野 夜陈瓜果祀女牛袁晨起视有蛛网
在上者袁为得巧遥 冶

民国六年叶 洛宁县志窑风土曳 卷二曰
野 夜陈瓜果于庭袁晨起视上罩蛛网者袁为得
巧遥 冶

结 语

民国以来袁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建设过程中袁传统的节日民俗文化袁受多
重因素影响袁长期被视为野 迷信冶与野 四
旧冶袁遭到禁止遥七夕节因其独特性袁更是
一度被人们所遗忘袁 各种乞巧活动也呈
现出渐次消失的趋势袁 走向濒临灭绝的
绝境遥改革开放后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袁消亡殆尽的传统节俗文化袁逐渐不
能满足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袁 因此大
量的野 洋节日冶乘虚而入袁使得传统节日
文化的恢复举步维艰遥 2006年5月20日袁
随着七夕与春节尧清明尧端午尧中秋尧重阳
等传统节日袁 一并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 消逝已久的
乞巧活动和乞巧游戏袁 再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遥 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原地区七夕历
史文献的整理归纳袁 让更多的传统文化
爱好者袁了解七夕节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袁
使历史悠久尧 博大精深尧
内涵丰富的七夕节俗文

化袁 能够更好地延续尧传
承和弘扬遥

从前袁贞禅师在风穴寺坐禅修行遥当时袁风穴寺周围
的山上有两只老虎经常出没袁有时还出来伤人遥 附近的
村民们见贞禅师一个人坐在茅庵里念经袁很担心他的安
全袁就对贞禅师说院野 您在这儿念经文袁可要防备山上的
两只猛虎袁它们可常下山伤人遥 冶

贞禅师笑笑不说话袁继续坐禅修行遥
第二天袁果然有两只猛虎从山上下来了袁径直来到

了贞禅师修行的地方遥 这两只猛虎见了贞禅师袁不吼不
叫袁很驯服地围在贞禅师的膝下卧下了袁一条腿前卧一
只袁像两个小孩子遥贞禅师也不睁眼看它们袁闭着眼边打
坐边问院野 你们可是来皈依的钥 冶

两只猛虎点点头袁卧着不动遥
贞禅师说院野 佛家以慈悲为怀袁 往后可不能再伤人

啦浴 冶两只猛虎又点点头遥
从此以后袁 两只猛虎就经常卧在贞禅师的跟前袁听

他念经遥贞禅师出门化缘时袁一只老虎随他出去袁一只老
虎则守在庵堂

里看门袁再也不
伤人了遥

这件事后来传到汝州太守那里袁太守不信袁以为那
是谣传遥有一天袁太守来到风穴寺办公事袁忽然想起这件
传闻袁就专程拐到贞禅师坐禅的庵堂里袁想看个究竟遥到
了那儿袁 太守果然看见两只猛虎卧在贞禅师的身边袁一
左一右袁都闭着虎眼听贞禅师念经遥

贞禅师见太守来了袁害怕吓着了太守袁就对两只猛
虎说院野 客人来了袁你们还不退下钥 冶

两只猛虎乖乖地躲到了庵堂背后遥
太守更加惊奇袁就称赞贞禅师的道行高袁连老虎都

能感化遥 贞禅师说院野 不是我的道行高袁而是佛法的威力
大袁能够普度众生遥 更别说人了遥 冶太守一听袁十分高兴袁
就大拨银两袁在各地修建寺院遥风穴寺有了佛家虎弟子袁
名声越传越远袁 全国各地的香客都到风穴寺烧香拜佛袁
风穴寺的香火从此非常兴盛遥

后来贞禅师在风穴寺坐化袁人们就在风穴寺为他建
起了一座七祖塔袁那座塔直到今天还耸立在风穴寺的寺
院里袁至今都一千多年了遥

贞禅师坐化之后袁那两只猛虎也不知云游到啥地方
去了遥 来源叶 汝州民间故事曳

佛家虎弟子

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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