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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南西和县乞巧风俗

西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北部，西汉水支流漾水河自南向北贯穿县境。在漾水河两岸、仇

池山下，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一直流传着一种集女性崇拜、织女信仰、民歌唱和、娱神歌

舞、生活习俗、技能传授、工艺美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岁时节令活动，这就是被专家、学者誉

为“民俗活化石”的甘肃西和县乞巧风俗。

西和县辖6镇14乡，总面积1861平方公里，人口42万人。地处西秦岭北缘与岷峨山系交汇

之处，属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西汉水上游地区。县境内“一水七河”两岸农村，至今保存着我

国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礼仪程式最完整的乞巧活动。因此，2006年10月，西和县被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6月，西和县乞巧节被国务院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从乞巧风俗本身来看，主要是培训少女的生活技能，诸如祭祀、厨艺、女红、交往等，是

古代少女出嫁成婚前有组织的礼仪性培训活动，并非有人说的“情人节”，而是少女的“成年

礼”，即从乞巧之后长大成人，便可以谈婚论嫁了。

总之，乞巧风俗形成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丰富发展，唐宋时期十分盛行，并

且形成定式和规模，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自古以来西北农村对于少女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有效

形式，是甘肃陇南西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名片。

古代少女的成年礼

西和县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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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陇南市北部，是伏羲文化、先秦文化、乞巧文化、仇池文化、三国文化交
汇融合之地，这里便是人文肇始、民俗厚重、美丽神奇的西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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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农历六月中旬，西和的姑娘们围绕一年一度的“乞巧”活动便自发行动起来了。首先
要商定“巧娘娘（方言读nia nia)”造像的供奉场所，其次要筹备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民间民俗娱
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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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巧活动从农历七月初一前夜正式开始，一直到初七晚上方才结束，历时七天八夜；时间
紧凑，内容丰富，仪式隆重，场面壮观。单按乞巧仪式而言，就有七道程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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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农历七月初一前夜乞巧活动开始后，首先要将“巧娘娘”的纸扎像安坐在某一户声
誉良好、卫生干净的人家里。于是，这户坐巧人家就成了本年度乞巧活动的主要场所——乞巧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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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乞巧风俗，坐巧人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家中有姑娘参加乞巧；（2）房屋院子
宽敞干净；（3）男女主人好客热情，不怕麻烦；（4）乞巧点家庭位于村里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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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选定坐巧人家之后，组织者便马上展开联络活动。一般要求本村少妇、少女一律参
加。同时，边联络边筹集资金，以现金为佳，家中困难者，也可以拿粮食、鸡蛋等实物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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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场地、人员和资金，接着便是练习歌舞、准备服饰了。练歌就是在乞巧前，由专人
组织姑娘们按照曲调、歌词、动作等统一要求，进行紧张的集中性排练，这也就是所谓“唱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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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暑期回乡大学生和打工妹的增加和加入，除传统的唱词外，还掺杂了现代歌舞
等现代文化元素，如健美舞、迪斯科、街舞、主持说唱等等，但这些不是主流，而是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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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每个姑娘家中开始选用不同品种的粮食培育巧芽子，以备乞巧时供人们观赏和
乞巧活动结束时“照瓣卜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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