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记录：袁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 口述：高宁 行政副总厨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CHINA WOMEN’S NEWS口述主编 朱莉 责编 王慧莹 美编 张影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7

高宁：烟火间寻找人间至臻

甘肃陇南“乞巧女儿节”的前世今生

西和的乞巧是代代相传的

我是西和人，从小我就知
道乞巧节，身边的老人常常给
我们讲乞巧的故事，可以说西
和的乞巧是代代相传的。

和乞巧文化的认识，得益
于我的父亲赵子贤。1924年
父亲在甘肃陇西省立第五师范
求学时，读到了由北京大学的
学者编辑的歌谣周刊。受此启
发，在1936年他组织学生收集
了我们西和县的乞巧歌。在父亲的影响下，工作
后，我对乞巧节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西和的乞巧节从农历六月三十（小月廿九）的
晚上开始至七月初七午夜结束，历时七天八夜，由
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和送巧组成。
小时候，每到乞巧节，县城里的巷道都会有一个乞
巧点，整个县城大概有十来个乞巧点。传统上，参
加者多为待字闺中的未嫁姑娘，她们以虔诚的信
仰、隆重的仪式，祈求“巧娘娘”赐予聪慧、灵巧，祈
愿自己婚配如意、生活幸福。自20世纪80年代
起，各年龄段的女性逐渐可以参与到乞巧活动之

中，共同展现心灵手巧的女性智慧与美
德，西和乞巧的广大女性不单祈求巧娘娘
赐予自己巧手、护佑家人，也虔诚祈求巧
娘娘保祖国安康，保佑地方平安。

乞巧活动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活
动。活动中既有歌舞相伴，又有几个富有
特征性的仪式，因而留存了大量的乞巧唱
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耕文明相关
的崇拜仪式，还有与生活相关的纺织女
工、服饰、道具、供果制作等。在这个活动
中，女孩子们被全部动员起来，善于制作
面食的被分派去做供奉的面花，能唱的负
担起乞巧活动中的领唱任务。因而，人们
又称之为“女儿节”。活动中让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乞巧点之间的“走亲戚”，也叫访
巧，各村的女孩子相互走访，参观学习。

我敬巧娘娘最心诚，巧娘娘教我绣桌
裙；桌裙八仙桌上挂，四川的缎子满天红。

巧娘娘教我绣一针，一绣蓝天一朵
云；寅时下雨卯时晴，山青水绿花儿红。

巧娘娘教我绣二针，二绣鸳鸯两情深；上面开
的并蹄莲，水里一对鸳鸯影。

……
巧娘娘教我绣七针，七绣野雀树上鸣，绣一幅

牛郎会亲人。
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
这是西和乞巧歌中流传下来的唱词选段。在

乞巧节期间，姑娘们通过唱巧、祭巧，抒发自己的
真实情感，寄托了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还有
一些唱词，则抨击了那些限制女性自由、否定女性

人格、压制女性才智的封建礼教。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说七夕节、乞巧

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乞
巧节就是中国的女儿节，因为传统的女儿节是未
婚的女孩子来参与的。传统的乞巧节最忌讳的就
是男女间的谈情说爱，当然在乞巧节期间男女间
的交流是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它和西方的情人节
完全是两回事。

牛郎织女和天河的由来

目前国内只有陇南西和县、礼县有七天八夜
的乞巧活动，这可以说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20
世纪8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发现了早期秦
文化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精美铜器，学界研究
认为这里就是秦先公先王墓，这也证明秦人最早
就生活在这里。同时也说明了在西和、礼县一带
独有的乞巧节活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和、礼县一带地处汉水上游，是秦人发祥
地。古代西县（西和县早期也称西县）的人先山山
上有泥土塑的秦人祖先神像，山下则为祭祀的场
所。另外礼县东北角的祁山，后人只知道诸葛亮
六出祁山伐魏的故事，其实它应该就是秦人祭祖
的地方。因为祁字的“示”字旁，表示与祭祀有关，
双耳旁在右表示城邑。秦人很早就有祭祀先祖的
意识，古代乞巧节其实就是秦人祭祖文化的遗
留。旧时的学者把乞巧节认为是一种不合礼仪的
祭祀，其实乞巧节的意义远超出了一般礼制活动
的范围，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底蕴。

天河古时候也叫天汉，这里的汉指的就是汉
水，正是秦先民以自己居处的水名，作为天上星河
的名称。秦人的始祖是女修，女修善织，织女星就
是由女修而来，根据我的研究，天河应该就是秦人
命名的，秦人又将银河边上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
织女星。今天的天水这个地名，也是由汉水和天
河而来。

我们都知道，周人发源于甘肃陇东庆阳一带，
这一带和陇南、天水距离比较近，我认为古时候这
两个区域的人应该很早就有交流。《山海经.海内
经》中说：“后稷始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
牛耕。”叔均是周人的田祖，在周人的远古传说中，
叔均的事迹就同牛联系在一起。秦人把天河边最
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织女星，周人则把天河另一侧
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牵牛星。

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既是一种经济形
态，也有文化内涵，牛耕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的发
展。而在诗经里的《汉广》《蒹葭》《大东》也都反映
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我曾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
表了论文《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
的面貌》，被清华大学评为优秀论文，我在秦简上
发现了有关牛郎织女的记载，这证明在秦朝以前
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就已经形成，以后逐渐完善
了。在汉代，乞巧是皇家后宫里的一种活动。后

来逐渐向南方、向东部民间流传，民间的乞巧内容
也越来越丰富。当时都城在长安，这个节俗自然
来自民间，这说明乞巧节俗最早是产生于秦地的。

乞巧风俗不止在西和、礼县，在秦人东迁的路
上，一直到宝鸡咸阳这一带，都有乞巧风俗的遗
留，另一个就是西汉水流域。这些年我收集了全
国各地的乞巧歌，发现这些乞巧歌中秦人东迁途
中留下的较多，但西和县的乞巧歌产生的时间很
早，因为西和县和礼县一带相对偏僻、封闭，经过
了两千多年，乞巧文化通过民俗的方式保存了下
来，而交通越发达、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却难以保存
下来。

我是搞文献研究的，西和乞巧的民俗可以说
重现了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民俗在反映原始的
文化、稳固的历史，这方面有时甚至比书籍文献上
反映的还可靠。所以我认为研究文献也应该结合
民俗、出土文物。

乞巧节给女孩子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无论是《诗经》里的《蒹葭》《汉广》，还是汉代
古诗《迢迢牵牛星》，都有诗句反映早期牛郎织女
的故事，这也是乞巧最早在古诗中的呈现。

其中，《诗经·秦风》里的《蒹葭》一诗应该是秦
献襄公时期的作品，秦人尚居于西垂天水西南，即
礼县东部、西和县以北，这首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
背景应该就是在这一带。由西和县北流的漾水河
同西汉水交汇处，正与《蒹葭》一诗所写地理环境
相合。《诗经·周南》中的《汉广》一诗，则反映了春
秋时代以前牛郎织女传说在汉水中游流传的情
况，汉代以前，西汉水、东汉水是一条水，后来才由
于地震的原因中断，其上游南流入嘉陵江，它的重
要支流沔水成为东汉水。

在现今陇南乞巧活动中保存的乞巧歌中，各
地都有传唱牛郎织女的，其内容与民间故事中的
牛郎织女故事基本相同。除了历史悠久，西和乞
巧节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参与普遍且形式多样。

在封建落后的旧社会，女孩子们缺少展现、学
习的机会，乞巧节的活动其实给女孩子们提供了
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乞巧期间大人、青年都去
看，可以说创造了一个表达心意的场合，这对男女
青年的交流、正常的恋爱、婚姻都有很积极的作
用，在今天这样的交流仍然很有意义。所以今天
的乞巧节，更重要的是乞巧节这个文化传统被传
承了下来。

2006年，西和县被中国民协定为中国乞巧文
化之乡，2008年，“西和乞巧节”被列入全国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和《乞巧歌》也先后
出了线本、汉英对照本等。对于西和而言，乞巧
节无疑是西和县最好的文化品牌，打好这张牌，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向外界宣传推介西和、陇南包
括天水，另一方面也是对乞巧文化最好的继承与
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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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小在四九城长大，特别幸运的是，作
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我是在南方饮食文
化的滋养中长大的。我的姥姥是南京人，她做
的那些有滋有味儿、精致玲珑的菜肴，激发了
我对烹饪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为我打开了一个
充满温情的烟火天地。

小时候，每到冬天萧瑟凛冽，连食物都变得
乏味、单调，除了大白菜、萝卜、土豆，几乎没有
其他时蔬。姥姥就别出心裁地变着花样给我们
做菜，一棵白菜，最外边的白菜帮子腌菜花炒着
吃；中间的嫩菜做成蜈蚣白菜；里边的嫩叶子切
成混沌皮大小，装着滑嫩的猪肉馅做成一个个
小馄饨，小巧的馄饨浸在水中，慢慢飘浮起来，
菜叶如翡翠，肉丸弹滑劲道，那滋味始终珍藏在
我的记忆深处。在计划经济年代，食物匮乏，姥
姥的巧手把一棵白菜做出了如此多的花样，她
对生活满心的期待，照耀了我的整个童年。

从那时起，做一名厨师，用美食去打动人心，
让味蕾的快乐直抵内心，成了我的梦想。后来，
童年生活的影响加上先天爱好使然，我深深迷上
了饮食文化，我不断去钻研不同类型的饮食烹饪
书籍，跟随顶级厨师学习切磋。30年间，宫廷菜
品、西餐文化、东南亚风味、老北京小吃，我几乎
都潜心实践过，并有所精益。不过，记忆中小时
候姥姥住的胡同里，下午五六点各家开始生火做
饭，炊烟袅袅，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锅铲扒拉的炒
菜声、孩子们嬉闹的笑声，从大杂院里传出的温
暖画面至今令人难忘。所以退休以后，我希望能
去全国各地走走，去街角寻觅炊烟。

拿过硬技术获得话语权

很小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食材搭配和烹

饪的乐趣。8岁那年，我就自创了一道新菜，用
当时流行的橘子汁儿来蒸米饭，两种东西都是
我平时喜欢的食物，搁一起准没错。现在想起
来还觉得好玩，姥姥从不打压我这种行为，饭
烧煳了，姥姥加了大葱放锅里焖一下去味，姥
姥会鼓励我下次再做个新花样儿。

触摸那些食物的时候，感觉它们是有语言
的。因为对做饭的喜爱，1988年，当时北京国
贸中心筹建，高端酒店餐饮人才紧缺，我们老
师觉得我开朗外向适合去干，便建议我去学习
酒店管理，我一想也是，本身就喜欢做饭，捣鼓
食材，从那会儿到现在，30多年没离行。

厨师行当里看重辈分，师承关系名分严
格。我刚入行时，新人要想给大师傅打下手，
哪怕只是刷盘子洗碗，也要经过几个月甚至一
年时间的磨练，磨练的项目就是“提货”，每天
周而复始地搬运食材，身体上累，精神上枯燥
乏味。

当时，从学员转正成帮厨，接着升级三级
厨师、二级厨师、一级厨师、主管，然后是助理
厨师长、厨师长，最后是行政管理厨师长。这
是个磨工夫和练手艺的过程，所以从正式上岗
实习开始，我就跟着师傅从冷菜、热菜、肉房、
饼房、包房等挨个学过，学做菜，练刀工，还要
兼修酒店管理。如果想要在这么一个男人多
且都靠手艺说话的行当里的管理岗上服众，就
得“拎起哪把菜刀都玩儿得转”。

工夫不白费，22岁的我成了二级厨师，
2008年成了行政副厨师长。其中的艰辛是不
可想象的。我刚当上二级厨师时，与另一位一
级厨师合作，穿插轮流做领班。当时，我年纪
小，又是个女孩子，在一群工作了八九年的一
级厨师面前难有威信。厨师长分配完任务后，

自己手下的七八个人就跟着另外一班师傅集体
“打酱油”，坐着聊天的，织毛衣的，化妆打扮的，
几乎没人听令。

下午六点开餐，厨师长会在五点半进厨
房，拿着任务单检查工作。我想出了一个看着
很笨的办法，没和领导告状，我自己玩儿命
干。从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我在厨房里忙乎
完了一个团队将近10个人的活儿，顾不上抬
头，来不及喝水，持续了几天，组员发现这些无
谓的折腾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反倒没了
兴致，乖乖回了厨房。

因为我踏实肯学习，20世纪90年代初，我
拿手的几道凉拌菜已经在国贸地区多家星级
酒店里无人能敌。后来流行起了东南亚菜，我
通过到国外学习把东南亚菜在北京做得风生
水起。即便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天天动刀的习
惯，在咱这手艺行当里，就算是干管理，也要拿
过硬技术获得话语权。

把“新老北京小吃”带到了CBD

作为行政主厨，我接到最具挑战的工作
是“在饭店咖啡厅里推出北京小吃”。煎饼、
麻辣烫、炸酱面、卤煮、炒肝儿、爆肚儿、大小
包子这些在北京街边随意可见的爽口小吃，
其实在CBD的高级酒店里，同样受众很多，
只是大家起初并没有这样的理念，“把小吃
搬上大堂”听起来有趣，但背后的工作却并
不轻松。

怎么样把“新老北京小吃”做出新高度，做
出新风采，是对我们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的考
验。在慢慢摸索中，我发现“健康、营养”赋予
了传统饮食文化新的理念，怎么吃的正宗又富

含营养？我在煎饼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先把龙虾头熬出油做成酱汁，再把金枪鱼、
鲜虾等新鲜食材加入煎饼其中，单单煎饼的酱
汁就由十几种原料调和而成，这款煎饼一经推
出，非常受欢迎，成为了“网红”菜系，并获得北
京电视台《上菜》节目的金奖。又譬如，山楂有
助于软化血管，我把山楂做成山楂酱，配上地
道的奶油炸糕，鲜制山楂酱、白糖、糖粉三合一
替代了传统只蘸白糖的吃法，给予更多的口味
和健康考量。红豆炸糕其中干桂花吸收了纯
手工炒制的红豆馅里的水分，这样散发出来的
原香是纯粹的。我想，这样的新意和诚意食客
是能感受到的。

随着我们团队“新老北京小吃”口碑的走
俏，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越来越多的业内荣
誉给予我们鼓励，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把传统
小吃带进CBD,推上国际餐饮舞台的信心。我
常开玩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经验积累
的基础上，我们对菜品研发的“剑走偏锋，独树
一帜”，才有了今天的小小成就。所以，在传承
中“兼顾营养、迎接潮流”，是我坚守的传承信
念，也是我对北京传统小吃内涵的时代意义与
价值的理解。

职业餐饮人的时代成就感

近年来，我国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走职业
技术学习与创新的道路，我对此深有感触。做
餐饮人，不是一门简单的技术活，往往那些世
界顶级的烹饪大师，都是由时间、阅历、工作经
验而沉淀出来的，厨师对食材食性的熟谙，对
地方文化的解读，都会影响其职业的长远走
向。“厨子”和“大师”之间的距离，是一颗对生
活热爱的心，天天和食材打交道的人，行走于
烟火间寻找人间至臻，你会发现这其中的快
乐，并为此付出真心实意的努力，那得来的一
定是满满的成就感，于工作，于生活，于人生都
是近乎圆满的体验。

民以食为天，百姓生活永远离不开“吃”这件
大事，从以前的解决温饱，到现在的心灵愉悦，国
民的饮食需求不断提高，而我的职责就是让更多
的人吃得“好”。我们的餐饮团队把“健康”放在
了首位，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是我们这一代餐饮人
遵循的内核思想，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
入厨师行业中，触摸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底蕴，
勇于担起“革新传统，健康食育”的责任。

高宁，曾获“北京餐饮十大名厨”称号，从孩童时期就尝试着用橘子汁儿烹煮米饭，到现在仍变着花样用食材“做实

验”，她和果蔬蛋奶、生鲜鱼肉、锅碗瓢盆已经打交道了30多年，是这行当里少有的一直在一线掌勺的女大厨。

西和乞巧节期间，参加乞巧
的姑娘们在池边迎水准备卜巧。

参加乞巧的姑娘们正在准备举行卜巧仪式。

高宁（左三）和同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