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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人对于头顶上的星空越来越陌生了。满天繁星，对于现代人而言，大概只是记录于天文学读物中
的抽象概念，人们不仅不能像古人那样如数家珍般指出星星的位置、认出星宿的图形、叫出星星的名
字，甚至连那些千百年来世代流传、古人像话家常一般时常念叨的星空神话、星辰故事，也早已付与
忘川逝水了。
现代人对于星空越来越陌生，因为现代人的视野越来越逼仄、眼光越来越短浅。古人栖居大地，举目
四望，地阔天高，繁星垂四野，万象为宾客。现代人则深陷于现代都市的水泥森林中，高楼大厦将浩
瀚夜空分割得支离破碎，腾嚣的红尘和迷乱的灯火湮没了满天星光，人们鲜有余暇和闲心登高望远、
仰望星空。古人眼中列星四布、星辰满天的夜空已经越来越遥远，现代人心目中的夜空，日益成为一
个越来越空洞模糊的梦幻宇宙，一个星尘风散、黑洞潜藏、异形怪物出没的黑暗空间。
现代人对于星空越来越陌生，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星空越来越遥不相关。对于古人而言，星空
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天文知识是他们须臾不可或离的常识。
对于古代那些漂泊沧海的航海者和浪迹大地的游牧者而言，星空就是指引他们远游的指南和地图，北
斗星七星连珠，一年四时，彪炳于北方夜空；猎户座三星璀璨，年年冬季，辉映于南天，为他们在烟
波浩淼的大海上或山重水复的大地上勾画出漫游的路径，指明了回归的方向。群星列布的星空，就是
一幅舒卷于浩荡夜空中的地图，只要记住几颗星星的位置，远行者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总能确定自己
所在的位置，也总能找到回家的道路。古代的远行人，离不开星空的指引，而现代的旅行者，只需凭
借手头的航海图或地图、罗盘仪甚至卫星导航仪，就可以轻易地确定所处的方位、远行的距离以及目
的地的位置，他们已经无需星空经纬的指引，无需北斗星或猎户座为他们指引方向，尽管北斗星依然
高悬北方，尽管不老的猎户座依然在年年冬夜牵犬出猎。
对于古代那些终年劳作于大地田园的农人而言，夜空中四时轮回的群星，则为他们肇示了岁月的推移
、季节的流转。根据特定星宿的出没和方位，古代的农民们能够很方便地判断季节和农候、预知风雨
寒温、判断年景丰歉⋯⋯。周行不怠的星宿，对于春种秋收的农人而言，就是高悬于头顶的历书和钟
表。农人生活的节律随斗转星移的旋律而亦步亦趋，列星递昭，春华秋实，群星运行的旋律规定了他
们四时劳作、养生送死的节奏和周期，古代农人的命运，与星空休戚相关地交织在一起。如今，随着
历书的流通和钟表的普及，农民们只要翻翻月份牌，就知道眼下是几月几日、何种节气、该安排什么
活计，抬抬手腕看看手表就知道此刻是几点几分、什么时辰、该下地还是收工。因此，尽管现在的农
民们依然终年劳作于星光辉映、风雨交织的大地之上，但对于头顶的星空，对于那些星宿的位置和名
称，也大都茫然不知了。
因为星空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关于星空的知识是其生活日用须臾不可忘却的常识，因此，古
人们不仅熟稔星宿的图形、位置，而且还借人间事物为满天星斗取了流光溢彩的名字，又根据这些名
字演绎出意味隽永的故事。故事中，天上遥不可及的星星常常化身神仙降临凡世，或隐身尘寰，或游
戏人间，给人们带来幸福或厄运，更有那些贪恋尘世欢愉的多情仙子，与凡夫俗子灵犀相通，一见倾
心，演绎出一番缠绵悱恻的人神之恋。古老的星空知识和农时常识就借这些名字和故事而深入人心、
流行久远。随着星空的高飘远举，随着人们对于星空的日益疏远和漠然，现在的人们不仅早已不认得
几颗星星，说不出星星的名字，甚至连那些流传千百年、曾经脍炙人口的星星故事也随风飘散了。
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星空中，却有两颗星，以及它们的故事，直到今天仍让人津津乐道。每到暑热
初退、凉风乍起的初秋之夕，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举目望天，在初升的新月光华中，在满天闪烁的繁
星中，在烟波微茫的银河边，寻找它们的清辉。为了这两颗星星，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不知道费了多
少笔墨、抒写了多少哀艳的词章。这两颗星星的故事，年复一年，不知道让多少思春的少女和伤春的
闺妇每每仰望星空，黯然神伤。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尽管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已然模糊，尽管很多人
已经说不出这两颗传说中的星星究竟在满天繁星中的哪一方，但是，关于它们的故事却被一代又一代
的中国人不断地讲述着。中国人不仅讲述它们的故事，而且还专门设置了纪念和祭奠这两颗星星的节
日。每到这个节日的夜晚，人间的小儿女会聚在满天繁星之下，搭起供桌，摆上新熟的瓜果、精巧的
手工，望天而拜，默默地为这两颗天上的星星献上自己的祝福，也暗暗祈求天上的仙子照临人间，给
自己带来幸运和吉祥。——这两颗星星，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这个奉献给它们的节日，就是七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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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迪
1963年生于山东即墨，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
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神话
学、口头诗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古典的草根》、《七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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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一、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牛郎织女故事与七夕节的起源
（一）
牛郎织女的故事
（二）
一个故事，多种说法
1.
牛郎织女为什么分离
2.
天河浮槎：古老的时光穿梭机
（三）
星空中的牛女故事
1.
天琴座的纺织娘
2.
星星如何成织女？
3.
天鹰座的牵牛郎
4.
两个牵牛争名分
5.
星星为什么叫牵牛？
6.
牛郎擂战国，穷小子成大将
（四）
聚散离合天注定
二、
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
——七夕节的确立与七夕乞巧风俗
（一）
七夕节的确立
1.
七夕节期的确立
2.
西汉已有七夕节？
3.
东汉始有七夕节
（二）
七夕风俗与逸事
1.
腹中有书自风流
2.
七月七日，神仙升天
3.
拜星乞巧，献瓜供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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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巧不巧，看蟏蛸
5.
结彩楼，上高台
（三）
南朝七夕：文人墨客调风月
（四）
唐朝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
1.
家家乞巧望秋月，望尽红丝几万条
2.
乞巧志异
3.
七夕遇艳
4.
七月七日长生殿
5.
小楼昨夜又东风
6.
敦煌女郎拜牵牛
三、
古道犹西风，争说泥孩儿
——宋代七夕风俗及其异域渊源
（一）
盛况空前的宋代七夕
（二）
满城争说泥孩儿
（三）
摩睺罗之谜
（四）
遥远的回响：宋代的摩睺罗与西亚的塔穆兹
（五）
古道来西风：中亚七月“哭神儿”
（六）
“摩睺罗”其名的来历
（七）
东京七夕盛况与胡商
（八）
七月初六乞巧之俗
四、
女儿祝七娘，男子拜魁星
——东南沿海的七夕拜魁星风俗
（一）
一枝独秀的广州七夕
1.
七月七，摆七娘
2.
南国尤存五代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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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祭康王
（二）
闽台儿郎拜魁星
1.
七月七日魁星诞
2.
流传自淳熙，独盛东海裔
3.
魁星之谜
4.
魁星本是天狼星
5.
天狼星：文人的保护神
6.
鬼一车，入东井
7.
闽台儿郎拜魁星
尾声：渐行渐远云间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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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把七夕作为现代的情人节是对其莫大的误解。。。。它生存的时空已经不复存了，只要用一本书
来祭奠。
2、史上干货最多的“七夕”著作，甩人云亦云的采风民俗学100条马路。分析摩睺罗那段很精彩。解
开了“魁星踢斗”的秘密！
3、如果有一位像子老师一样才华横溢的女学者来写这本书，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光景。
4、P25“严君平当年开肆买卜”应同前文为“卖卜”
5、插图文字都很漂亮
6、真·直男
7、作者请来为自己作品点赞的亲友太少了。这么民科的产品，家人朋友全上阵也没折腾出点子光环
来。失败。
8、分析很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对于摩睺罗的分析我并不太同意。
9、男神的科普读物。。。看友邻大神安利又去翻了摩睺罗一章，果然精彩。也怪不得有人说男神的
书总给人一种“你咋知道”的感觉。对考证尤其是推翻前人结论的考证要格外谨慎，所以我等文献小
白还是乖乖去朝向当下咯。
10、内容很赞，就是这排版有点随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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