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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杨　挺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 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 ,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 ,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 ,还受

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 ,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

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 ,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 ,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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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 ,节令

文化很早就产生了 ,而七夕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节

令 ,它附缀着迷人的神话传说、奇异的民间习俗、

文人的风流雅事以及以此为题材的难以计数的诗

文作品 ,它们共同汇成中华民族的七夕文化长河。

中国七夕文化源远流长 ,在《诗经·大东》中就

已有关于牛郎织女神话的记述① ,汉代就已出现

了七夕乞愿的习俗②。七夕神话传说与七夕民俗

衍生最为繁富的时代是在汉魏六朝 ,那些丰富而

精彩的素材曾经给七夕文学以持久的血液和营

养 ,人们利用这些素材 ,从视角的选取、典故的组

合、技法的变换、意境的开拓等方面不断推陈出

新 ,创造了辉煌的汉魏六朝七夕文学。时至唐代 ,

人们似乎具有更多的理性意识 ,新生七夕神话与

传说故事相对减少。七夕民俗则基本沿袭六朝以

来的穿针乞巧 ,未有大的变化 ,七夕文学革新必然

要走新的道路。③

唐代面对的是汉魏六朝七夕文学的辉煌之后

的素材与技法的平熟 ,于是不甘步人后尘的诗人

们 ,要从原有的题材中发掘出新的意蕴来。他们

或对原神话民俗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阐释 ,或将

原有题材的惯性意蕴进行延展与深化 ,而这些革

新都是与时代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的 ,于是七夕

题材又成了唐人抒发胸怀与表达情趣的载体 ,唐

代的诗人们由此铸造了新一代的七夕文学。同

时 ,唐代七夕文学的革新探索 ,如重评、重释、延

展、深化等经验又开启了宋代七夕文学新面目的

先河。

一

唐代前期天下承平 ,自陈代以来的七夕君臣

宴饮的风气仍极为盛行 ,这种风气首先导致了以

七夕宴饮为内容的七夕赋的产生。王勃《七夕赋》

正好反映了这一风习及其时代心理。[1 ]齐代谢月兆

《七夕赋》写织女妆束的富丽 ,车驾威仪 ,离别的凄

苦 ,铺张扬厉 ,已趋极致。④这使王勃作《七夕赋》

主观上须另辟路径 ,客观上七夕风习的发展也使

他的另径成为可能。王勃虚拟了一个七夕君臣观

星的背景 ,铺排观星的过程和场面。而后王召仲

宣 ,仲宣乃对以七夕牛女相会及汉武七夕会王母

等神话和传说故事 ,君王乃神情如逸。俄尔天晓 ,

君王又歌舞宴饮 ,极欢娱之致。尽管其中亦有很

多写七夕牛女怨别和汉武王母相会的内容 ,但其

主题已不是牛女怨别 ,而是一幅七夕宴乐图。这

种七夕赋内容的转变显然是受到唐代七夕宴饮风

习的影响而产生的 ,同时 ,这种七夕宴饮赋的写作

必然与唐初天下承平 ,君臣同庆 ,需要“润色鸿业”

的时代心理有关。

另外 ,唐初七夕宴饮时 ,君臣往往互相唱和 ,

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七夕宴饮唱和诗。⑤但这些

诗取材大都以牛女相会为主 ,兼取天河泛槎、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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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QiXi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YANG T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Sichuan 610064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d the features of QiXi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of QiXi Literature in

every epoch. The author pointed out : based on the change of the points of view , development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responses to

the time spirit , QiXi Literature has been weeding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literature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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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人文学院骨干教师赴国外培训考察

2002 年 ,北航人文学院积极落实国家高层次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把公派出国进修作为教师培养的

重要途径。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1 月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骨干出国研修

计划”资助 ,该院副院长兼高教所所长雷庆教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 ;2002 年

10 月 ,该院经济学系隋学礼副教授顺利通过教育部公派教师选拔考试 ,赴德国马堡大学经济学系进修

德中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政策等 ,为期一年 ;2002 年 6 月～2002 年 9 月 ,由国家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师

及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项目”资助 ,该院公共管理系系主任方卫华副教授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参加公共管

理培训 ,参加了“公共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组织理论”、“公共政策”等相关课程的学习以及该项目组

织的实践调查活动 ,参观考察了美国加州州政府、洛杉矶市政府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运作。通过培训和

实地考察 ,对美国的教育管理、公共管理有了直观的感受 ,初步了解了美国公共管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

促进了对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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