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山东省作协顾问、著名作家刘玉堂受本报之邀，不仅参加了本

报与沂源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有奖征文颁奖活动，而且就传

统文化、民间文化以及七夕这一传统节日对当下生活的影响，发表了独特感受和观点。

本报记者 王慧

由本报与沂源县人民政府联合
举办的第二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有奖征文活动近日评选揭晓，于8月
14日在沂源县“牛郎织女景区”举行
了隆重的颁奖仪式。颁奖会上，山东
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刘玉堂先
生作了题为《七夕情侣节的文化意
义》的专题报告，并对这次获奖作品
做了精彩点评。

本次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
的热心支持 ，先后收到应征稿件
3000多件，稿件紧扣征文主题，不仅
颂扬了男女之间纯真动人的爱情，而
且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的提
升，有的还以“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
地沂源为背景，撰写出了生动感人的
爱情故事。本报“青未了”副刊编辑了
部分优秀作品刊出，受到了读者的欢
迎和喜爱。经过专家评委认真公正的
评选，共有9位作者获得一二三等
奖。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善良的爱》 郑挺颖
二等奖：
《天国的微笑依然灿烂》
鲁先圣
《红河谷》 夏海涛
三等奖:
《锦绣前程》 曹瑞欣
《张维桢：一辈子的爱》 萧萧
《我们的蜜月还没过完呢》
蔡如葛
《开在纸上的爱情花》 黄森林
《手指间的温暖》 闫芳
《一个人的医生》 刘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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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颂扬人间真情

抒写爱情故事

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有奖征文评选揭晓

七夕感怀
——— 作家刘玉堂答青未了编辑

本报记者 王慧

■关于七夕

七夕节是对情人节真

正含意的恢复与正名

问：西方已经有一个情人节
了，七夕又被普通民众认为是中
国的情人节，您觉得意义何在？

答：这恰恰反映了普通百
姓的一种精神和情感需求。所
有的节日都是民族的心理与文
化、习惯与传统的结合。今年过

了明年还过，重复得多了，就成
了习惯，习惯得久了，又成了传
统。对中国的普通百姓特别是
农民而言，七夕作为传统的节
日，会过得比较亲切，比较自
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也不
管你是未婚还是已婚，都可以
堂而皇之地过。而洋的情人节，
则往往让人想到另外的含意，
连同商家的炒作，充溢着暧昧
或铜臭的意味，与普通百姓的
生活相距较远。

包括牛郎织女、天仙配在
内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其
主旨都是仙女爱穷人、爱勤劳
的人、爱命运坎坷、遭遇不幸的
人，用今天的话叫仙女爱的是
弱势群体，而不是达官贵人。她
们崇尚你耕地来我织布，我挑
水来你浇园，是劳动致富，是先

苦后甜，而不是好逸恶劳、不劳
而获，走致富的捷径。这样的爱
情观，纯粹又纯洁，是永远值得
称颂和赞美的。

时下，物欲横流，婚外恋泛
滥，形形色色的拜金女、炫富男
横行，与大小不一的贪官同生共
死的情人招摇过市。在此情势
下，重温牛郎织女的故事，呼唤
一下纯真的爱情，过一个健康的
七夕节，特别有着现实意义。从
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七夕节
也是对情人节真正含意的恢复
与正名。

牛郎织女，曾一度被视为异
地分居的代名词，现在异地分居
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比如还未
曾随军的军侣，比如已婚的外出
打工或求学者等等，七夕节对他
们，会更亲切、更实在。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恋
人节或夫妻节。这样的节日是健
康的、有意义的，当然也是有生命
力的。

几年前，我曾撰文，不要热
了情人节，冷了母亲节，现在我
要说，不要热了洋的情人节，冷
了或忽略了本土的七夕节。

■关于地域文化

沂源牛郎官庄是牛女

故事的绝版外景地

问：您的家乡沂源县将牛郎
织女神话传说的诞生地申遗，您
认为有必要吗？

答：答案是肯定的，有！我少
年时即对牛郎官庄及织女洞非
常熟悉，对这里是牛郎的故乡及
有关传说的诞生地深信不疑。我
去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来回都要
路过。每次打那里走，都要想起
牛郎织女的故事，产生诸多的遐
想和联想，平添诸多对生活与前
途的憧憬和信心。

所有的神话故事、民间传

说，差不多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口
传或演绎，比方说，这个小山村
就有那么个放牛娃，被天仙般的
少女所爱恋，而后结婚生子，再
以后又被拆散了，村民无以寄
托，遂演绎出这么个故事聊以自
慰或慰人，那不是很自然的吗？
令人叫绝的是，这里的地形地物
与故事的本身竟是如此的契合，
是牛郎织女故事的绝版外景地。

几年前，还在沂源县委的主
要领导同志动议做这件事的时
候，我即觉得家乡的领导十分重
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十分注
意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与意蕴，
是一些尊重文化的聪明人，故而
非常赞赏与支持。这不仅是旅游
的需要，更重要的它是对民间文
化的积累与充实，是对民族传统
的继承与发扬。它同时也在营造
着一种健康、纯正的环境与氛围：
重视生态、珍惜爱情，热爱劳动。

问：能否谈谈沂源地域文化
的特点？

答：这是个大话题，我也不
是有关方面的专家，只能说点感
性的印象和浮浅的看法。

沂源历史悠久，但建县很
晚。说悠久，是因为远古时代这
里就有人类聚居，这有沂源猿人
的考古成果作证据；说建县很
晚，是因为1948年才由当时的几
个中共沂北县委负责人提议设
立县制，辖区由相邻的沂水、蒙
阴、莱芜及临朐各县各割出一块
地盘组成。故而这里的地域文
化，更多地呈现着沂蒙文化的特
点。沂源又处在齐鲁文化的交界
处，自然就受着齐鲁文化的共同
哺育与影响。如果用一句话大而
概之地描述一下沂源文化，我认
为沂源文化就是革命文化加鲁
齐文化，之所以叫鲁齐文化，是
因为其中鲁文化的含量可能更
多更重一些。由于建县很晚，沂
源文化中革命文化的比重也更
大一些。因此除了山东人吃苦耐

劳、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等共性
特点之外，沂源人还特别关心和
操心国家大事，特别能紧跟形
势，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这样
的地域性格，当路线方针出现偏
差的时候，会犯比别处更大的错
误，遭受更大的损失；当路线方
针正确的时候，也会做出了不起
的大贡献、大成绩。近年沂源的
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等方面进
步很大、成绩不小，比如上市公
司、奥运苹果、有机蔬菜等的出
现，就是一个例证。沂源人的生
活方式，衣食住行也比较时尚，
这除了方针政策的因素之外，与
沂源独特的地域文化及地域性
格，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此次征文

这是对纯洁爱情对真

善美的呼唤

问：此次的获奖作品您都看
了吗？有何印象？

答：我比较仔细地阅读了此
次获奖的所有作品，真的是令我
十分感动和震动，让我受到了一
次心灵与情感的洗礼。爱情是文
学永恒的题材与主题。但近几
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婚外恋
的东西，是暧昧的东西，不管是
影视还是小说，特别某些流行歌
曲，纯粹就是在那里宣扬暧昧的
情感与灰色的情调，既不健康，
也不好听。有时你写一个纯粹的
爱情故事，还会被嘲笑，而一些
胡编乱造、乌七八糟的东西却在
那里大行其道，这样的价值观及
审美观，真的是贻害无穷。晚报
与沂源合作，以七夕节为契机，
年年都搞一次这样的征文，呼唤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称颂纯洁
的爱情，赞美诚实的劳动，将此
栏目打造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
是功德无量的，坚持数年，必有
好处。 ●编辑:王 慧 ●美编:马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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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