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 刘 明 电话（010）65368584本版信箱 manhuafcyym@vip.163.com 国学·经典

，

国 学 心 语 成 语 故 事

赵洛严赵洛严

高西浪高西浪

文文//卢恩俊卢恩俊 图图//肖文津肖文津

一提“七夕”，人们立
刻会想到织女的故事和
拜织女星乞巧的风俗，还
会与爱情挂钩，把七夕看
作是中国的爱情节。

其实，七夕这个节
日，人们拜的不仅是织女
星（巧神），还有个魁星（才神）呢。
应该说七夕民俗里的星空，是由
这两颗星神映照着的，不仅有“爱
情”，也有“才情”。

说起来也是件挺有趣的事情，
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粉墨登场接
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织女朝思暮想
的牵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丑
神。据说魁星是一个面目奇丑而
且有腿疾的书生，只因其才华超
众，御试时被皇帝钦点为头名状
元，功成名就后，去世升天成为人
间崇拜的魁星。人丑心不丑，身残
志不残，才华功德圆满，也会成为
人们心目中完美的才星。宋代名
臣李昴英有首诗对此这样描述：

“金斗高跳鬼状狞，世传此像是魁
星。祥光闪烁开先兆，助子秋闱笔
砚灵。”（《文溪集·送魁星与李子
先》）

据史料记载，对魁星的信仰
在宋代最盛，之后经久不衰。古时中国几乎每个城镇
都建有“魁星楼”或“魁星阁”，其正殿塑的魁星造像面
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俨然

一副鬼模样。右手握一
管朱笔，左手持一只墨
斗，右脚独立，脚下踩
着海中一条大鳌的头
部，意为“独占鳌头”，
左脚后扬，脚上是北斗
七 星 ，意 为“ 魁 星 踢

斗”。也是会意文字形式，魁星神像
右手执笔单足站立在鳌头之上，意
寓用笔点取科举考生的名字。明代
画家黄道周的《魁星点斗》图轴，也逼
真地描绘了“魁星点斗”形象。《红楼
梦》第八回描写秦钟初到贾府，贾母
送他“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取‘文
星和合’之意”。可见，魁星不只在大
殿中被供奉，还进入世俗生活中。宋
代诗人王柏的《题魁星》中写道：“典
司多士擅文场，名在第一声播扬。因
此冰炭痴儿肠，仿佛肖象祈流光。”考
生们都希望“魁星点斗，金榜题名”，
七夕拜魁星即成风俗。

目前，现存的崇奉魁星的遗迹
还比较多，听说各地魁星阁的香火
依然十分旺盛。可见，这被称作“女
儿节”乞巧的七夕，也是男儿向“才
神”乞才的节日。女性信奉“巧神”，
一同乞巧祈福，切磋技艺，共同进
步。男性崇尚魁星，积极进取，以求

夺魁，获取功名。大家都在为美好的未来奋力拼搏。
如此说来，七夕真是个年轻人积极向上求取进步的
好日子！

七夕也是七夕也是““才情节才情节””

倘若说立秋只是轻敲了一下秋天的门，那么，处
暑则意味着跨入了秋天的门槛。自此，渐浓的秋意将
引领我们领略天高海阔、云卷云舒的秋日美好。

“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到了处暑，虽然新凉
在望，但是中午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民间有“处暑处
暑，热死老鼠”的说法。温度真正降下来，需等待秋雨
的催化，故有“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要穿棉”之
说。对于经过“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煎熬的人们来

说，好不容易盼到立秋，但热情如火的骄阳，似乎让人
感知不出秋的存在，立秋只是在名字上给人一种精神
寄托。而处暑就不一样，在秋风、秋雨的围攻下，过不
了几日，“秋老虎”必将落荒而逃，遁入草木山林，清凉
之秋正在招手。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从古至今，这美好
的秋日是属于处暑的，徐徐秋风，微微凉意，备受诗人
词客的追捧，纷纷用生动的笔触，点赞处暑的清凉之
美。唐代孟浩然在《初秋》中写道：“不觉初秋夜渐长，
清风习习重凄凉。”唐代杜牧笔下的《秋夕》多了些意
境：“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
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经过两位诗人的勾画，远隔
千年，穿越时空，也能使读者感受到古时秋的凉爽。
以不同的心境体会秋天，结果也是大不相同，我们对
待生活的态度不也是如此吗？

“秋风一起，胃口大开。”进入处暑，人们容易出现
口鼻干燥的燥症。此时，唯有味蕾中的那些美食，方能
起到祛火降燥，贴“秋膘”的功效。自古民间处暑就有
吃秋梨、吃鸭子和熬制药茶等习俗。故农谚有：“处暑
送鸭，无病各家。”“七月半鸭，八月半芋。”我生活的南京
市就素有“鸭都”之称，金陵板鸭和盐水鸭，久负盛名。
那皮白油润、肉嫩微红、香鲜嫩滑的盐水鸭，风味真是
一绝，使人食欲顿开，而老鸭汤具有清热安神、滋阴润
燥的效果，俗话说：“嫩鸭湿毒，老鸭滋阴。”处暑时节，让
我们来碗美味老鸭汤，感受下生活的仪式感吧。

醉美人间处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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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前昼夜勤织绢，一家才得庆团圆。 谯楼二更鼓送听，父子采药未回程。爹爹寿日当恭敬，佐夫杯酒奉双亲。老爷浑水好摸鱼，百姓见官如怕虎。

明朝末年，农民高良敏因付不出捐税，父子俩被抓入狱，儿媳张慧珠日夜织绢才将父子赎回。刚到家公
差又来抽取新税，父子俩连夜进山采药命殒虎口，其家人因赋税所迫也相继离世。

节 气 与 养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