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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日本「七夕情人節」比較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以及目的 
 
    七夕，一個神祕而浪漫的節日。七夕也是個傳統而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日子。
七夕風靡全世界，每個地方的七夕因各個地方的習俗而有所不同，而各自發展成
不同於亞洲七夕的獨特慶典。在我們的印象中，七夕就是一個情侶們的日子。而
在第 135 期的空中英語雜誌看到了『七夕祭典』這個主題，我們才知道自己是有
多愚昧的。在不同的地方，七夕已經不再是個節日，它已發展成重要的慶祝活動。
各地方有關於慶祝七夕的習俗更是不同，包含：(1)祭拜神祇、(2)舉辦大型慶典、
以及(3)掛起竹子等。甚至七夕是一種互相表達愛意和感謝的日子。 
 
  而當我們想要更深入了解，而著手去查詢資料時才發現。網路上的資料大多
是單一解說，沒有比較、或是更加深入的探討。我們決定趁著這次機會，自己動
手去深入了解這個美好的節日和其中的習俗。 
 
二、研究目的 

 

(一)清楚台灣與日本七夕的傳說與習俗 
 
(二)比較台灣與日本七夕的不同之處 

 
三、研究方法 

 

    選擇上網收尋以及參考英文雜誌，以其深入了解台灣與日本的七夕傳說與習
俗，在加以比較該節日在兩個國家所演化後的結果。 

 
四、研究限制 

 

    受限於網路上的資料是否完整解正確，需多次收尋各個不同出處的資料加以
比較，且再與空英雜誌加以融合與對照。 

 

五、研究流程 

 
 本次研究專題主要是將台灣與日本在七夕情人節相關的文獻進行整理與比
較。底下為此次專題整體研究的流程圖： 
 

確認主題(2011.11.16) 
↓ 

蒐集文獻與資料(2011.11.17~2011.12.7) 
↓ 

彙整與分析資料(2011.12.8~2011.12.12) 
↓ 

結論(2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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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七夕這個節慶已和現代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是時下年輕人最重視的節日之
一，因而我們針對這點去深入了解它的魅力所在，並針對相關傳說與習俗加以進
行比較與分析: 
 
一、台灣相關七夕情人節文獻整理 
 

（一）由來與傳說  

         七夕節始終和牛郎織女的傳說相連。他們一年一度相會的七夕，被世人視為
愛情的象徵。這也成為了中國四大民間愛情傳說之一。 

    關於牽牛織女最早見於《詩經·小雅·大東》：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跂彼織女，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不成報章。 

睕彼牽牛，不以服箱。 

  《大東》篇原是一首表現西周時代東方諸侯國臣民怨刺周王室的詩。這一節
大意是說：銀河兩岸的織女星、牽牛星，儘管有其名，卻不會織布，不能拉車；
當今的統治者也是如此，雖身居高位，卻無恤民之行，不過徒有其名而已。這裡，
對織女、牽牛二星僅是作為自然星辰形象引出一種隱喻式的聯想，並無任何故事
情節。此時，它們只作為一種文化因子，開始進入文學這個大系統之中。正是這
種“因子”，為這個傳說的生成準備了潛在的文化條件。 

  到西漢時期，織女、牽牛已被傳為兩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對。班固
《西都賦》有句：“臨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女，似雲漢之無涯。”李善注引
《漢宮闕疏》雲：“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女像。”都明確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
右兩側分別塑有牽牛、織女像。他們已從天上來到人間被遠遠地隔離在湖的兩
邊。隨著時間的推移，愛情因素同牽牛、織女傳說的結合日見明顯。《古詩十九
首》首先透露了這一資訊。其中的《迢迢牽牛星》吟道：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女。 

纖纖擢素手，札札弄機杼； 

終日不成章，泣涕零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復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不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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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裡的牽牛、織女二星已具人物形象——弄機織布，思念流淚；並且開始被
編織為一幕恩愛夫妻受著隔絕之苦的愛情悲劇。詩中雖然沒有直言牽牛、織女是
夫妻，但織女終日思念牽牛，渴望相見，而又“盈盈一水間，脈脈不得語”的情節
則是十分清楚的。 

  進一步說明問題的，是東漢人應邵編撰的《風俗通義》，其中有一段記載：
織女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髡，因為梁以渡織女故也。(見
《歲華紀麗》) 

  這表明，在當時，不僅牽牛、織女為夫妻之說已被普遍認可，而且他們每年
以喜鵲為橋，七夕相會的情節，也在民間廣為流傳，並融入風俗之中了。發展到
這一步顯然是要經過相當長並且是十分積極活躍的演進過程的。 

  稍後的三國時期，更有不少詩文反映了這一內容。如唐代李善為《文選》魏
文帝《燕歌行》作注時引了曹植《九咏注》說：“牽牛為夫，織女為婦，織女、
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可見牽牛織女已經成為詩人表現
愛戀和思念之苦的一種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二）習俗: 

 

    在閩南和臺灣的七夕節又是“七娘媽”的誕辰日。民間十分盛行崇拜七娘媽這
一被奉為保護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根據閩南籍臺灣學者林再復的《閩南人》
一書考證，閩南人過去越峽跨洋到臺灣或異國他邦經商、謀生，大都多年未能歸。
婦女們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有了希望才有生活下去的勇氣。
所以，七夕這一相思傳情的節日又演變成對保護孩子的“七娘媽”神的祈禱。每年
這天，人們三五成群到七娘媽廟供奉花果、脂粉、牲禮等。 

 

  這天，臺灣民間還流行一種“成人禮”。即孩子長到滿 15 歲時，父母領著他
帶著供品到七娘媽廟酬謝，答謝“七娘媽”保護孩子度過了幼年、童年和少年時
代。在這一天，臺南地區要為 16 歲的孩子“做十六歲”，行成人禮。 臺灣民眾認
為，小孩在未滿 16 歲之前，都是由天上的仙鳥——鳥母照顧長大的。鳥母則是
由七娘媽所托，因此，七娘媽就成了未成年孩子的保護神。嬰兒出生滿周歲後，
虔誠的母親或祖母就會抱著孩子，帶上豐盛的祭品，另加雞冠花與千日紅，到寺
廟祭拜，祈願七娘媽保護孩子平安長大，並用古錢或鎖牌串上紅包絨線，係在頸
上，一直戴到 16 歲，才在七夕節那天拿下鎖牌，並到寺廟答謝七娘媽多年的保
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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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家長除了在七夕節這天祭謝“七娘媽”之外，還專門為孩子舉行成人禮
的事而宴請親友，慶賀一番。 閩南、臺灣民間七夕雖不很重乞巧，但很看重保
健食俗。每到七夕之際，幾乎家家戶戶要買來中藥使君子和石榴。七夕這天晚餐，
就用買來的使君子煮雞蛋、瘦豬肉、豬小腸、螃蟹等，晚飯後，分食石榴。這兩
種食物均有一定的驅蟲功能，因而很受歡迎。 

 

  説來有趣，臺灣七夕的晚餐，民間還習慣煮食紅糖幹飯，這對誘蟲吃藥也起
了輔助作用。因何有此獨特節俗？相傳出自海峽兩岸尊奉的北宋名醫“保生大帝”
吳雲東。那是景佑元年（1034 年）夏令，閩南一帶瘟疫流行，好心的名醫吳雲
東帶著徒弟，四處採藥救治百姓。他見許多大人小孩患有蟲病，就倡導人們在七
夕這天購食使君子、石榴。因七夕這天好記，期間又是石榴成熟季節。所以，民
眾都遵囑去做，起到了意想不到的保健作用，後來便相沿成俗，並隨著閩南移民
過臺灣而沿襲至今。 

 

    臺灣七夕拜七娘媽之外，往往也另備小碗油飯到房中拜“床母”，二者應有類
似含意。生産、育兒，這都是女性無可替代的職責，因此這類神只也都是女性神；
在女性神與女性信徒之間，遂構成密切的聯繫，化解了女性在承擔母職時的焦慮
與恐懼。“床母”，是兒童的保護神，七月七日是床母的生日，家中有兒童的家庭，
在當天傍晚時，在兒童睡的床邊拜床母；供品包括：油飯、雞酒（或麻油雞），
焚燒“四方金”和“床母衣”，拜床母時不宜太長，不像平常祭拜要斟酒三巡，大約
供品擺好，香點了以後，就可以淮備燒“四方金”和“床母衣”，燒完即可撤供，希

望孩子快快長大，不能拜太久，怕床母會寵孩子賴床等。 

 

臺南七娘媽廟（開隆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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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前世註定的莫錯過姻緣，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為眷屬”。七夕情人節，當然
不能忘了牽線搭橋的月下老人。臺北市供奉月老的寺廟共有兩座，一為霞海城隍
廟，歷史悠久；一為龍山寺，3 年前才開始供奉月下老人。另外，在臺北近郊的
北投照明寺和淡水情人廟，雖不供奉月老，每年七夕前後也是人聲鼎沸。據説霞
海城隍廟內的月下老人非常靈驗，所以香火很盛。 

 

臺灣七夕的"拜床母"習俗 

 

如果是第一次進香，膜拜儀式是這樣的：首先向廟祝購買金紙、砂糖、紅絲

線和銅錢等貢品，香火則由廟祝淮備；接下來信徒依順序向天公、月下老人、城

隍娘娘以及諸神捻香告知希望得到好姻緣。祭拜月下老人時，可將自己的名字、

出生年月日、住址以及對象的條件一併告知。若還沒有對象，也可以把“理想情

人”的條件一一列出。接下來，便是由廟祝代燒金紙、處理貢品，並在廟裏吃喝

還願香客的甜食甜湯沾染喜氣。最後，取下一根月老肩披的紅絲線，但不能多取，

否則可能出現桃花“多角戀”。這根紅線要天天放在身上，砂糖包內的另一根紅線

則留在廟內，等待月老暗中幫忙牽線，早日找到有情人。第二次進香，就不需要

再買貢品了，只要帶著自己最喜歡的甜食，放在貢桌上稍事祭拜一下，沾些喜氣

後把甜食帶回即可。北投照明寺，也是情人節的熱門景點，那裏供奉著卓文君和

司馬相如。多年來，許多私定終身的男女，都將“廟前交換婚戒”視為一項神聖的

儀式。 

北投照明寺雖不供奉月老，但情人仍喜歡到此求神明保佑。 

看著廟前的善男信女祭祀虔誠的神情，提醒您來到這裡還有一些規矩要遵

守。由於城隍廟的面積小，不是每尊神像前都有香爐，從天公拜到正堂內的城隍

爺、側堂的城隍夫人、菩薩與義勇公後，三支香一起拿到前面插香爐。而金紙則

是放置在紙箱內，廟方會代為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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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海城隍廟是著名月老廟。 

二 、 日本 

 

（一） 由來和傳說 

 

    在日本，人們也有過七夕的習慣，其詳細來源淵遠流長，是為早期中日文化

交流， 中國的七夕與日本傳統文化互相融合， 七夕的風俗在奈良時期已傳入日

本，但日人很快便將它本地化。 除了中國傳統的「牛郎織女傳說」外，日人加

進了「棚機傳說」。 「棚機傳說」原出《古事記》，謂古時有一少女棚機的為了

替村莊消災解難， 在水邊織衣祭神，並結成一夜夫妻。 奈良時期以來，七夕紀

念棚機及牛郎織女並存， 從七夕的日文是たなばた(tanabata)可見「棚機傳說」

的影響。 另外補充一點，日本七夕的念法為「たなばた」(tanabata)由日文中的 「棚

機つ女(たなばたつめ)(tanabatatsume)」(織女)而來，現在日本的七月七號，是他

們的七夕情人節。在這一天， 會舉辦七夕的慶典來祝福牛郎跟織女的唯美愛情。  

 

(七夕節始終和牛郎織女的傳說相連) 

 

（二）習俗 

  

    日本有個小習俗， 他們認為在七夕，牛郎跟織女相會的這一天，農作物會

被帶來豐收， 因為牛郎把他的牛給牽來，牛在農民的眼裡是帶來豐收的吉祥

物， 所以這一天也被傳為豐收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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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 

七夕在日本是許願日，大家把想實現的願望寫在書籤上然後掛在竹枝上，希望願
望成真。 當清風吹過綁在竹枝上的竹籤，轉啊轉阿非常漂亮。 

 

 有些社區也會再這一天舉行祭典，似乎從這一天開始夏天就來臨了。 日本已經
不過農曆很久了，原來指的是秋天的農曆七夕在這裡就變新曆， 日本各地有大
大小小的七夕祭，號稱日本三大七夕祭是：仙台、平塚、一宮。平塚、一宮的七
夕慶典原是想摧鼓民心所辦，並想增加各區域的經濟收入， 但隨著時間推移也
越辦越大，與最初始的仙台並趨而成為日本三大七夕祭。而日本卻是在國曆的七
月七日，其實在西元十九世紀末年日本還是在過農曆的， 後來全都改為國曆七
月七號，不過還是有少數地區繼續沿用舊曆天保曆或是日曆， 其中日本最有名
的七夕祭典，莫過於「仙台七夕祭」。   

 

號稱東北最浪漫祭典的仙台七夕節，起源於中國七夕傳說及日本的盂蘭盆節習

俗， 於 8 月 6 日至 8 日將仙台市妝點得華麗典雅又充滿迷人風情。 主要以市內

中央通及一番丁通的商店街為會場的七夕節， 總長約 1.5 公里的街道上懸掛著各

式各樣帶有祈願涵義的裝飾物。 一走進商店街，迎面而來的是一排排的大型繡

球紙帶正迎風飛揚， 這些以和紙做成的紙帶可都是一年前開始預約，從京都等

地專程運送而來。 以紙帶為首，每一個七夕裝飾物中都包括了 7 種祈願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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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象徵著學問、健康、長壽、豐漁、儲蓄、勤儉及巧手等等涵義， 來到七

夕節可別忘了找一找這 7 樣祈願裝飾！ 除了白天欣賞色彩繽紛又變化多端的七

夕裝飾以外， 晚間也可參加有傳統音樂、舞蹈演出的「星宵祭」 或前往觀賞瑞

鳳殿的夜間照明、森林音樂會等相關活動。 

 
傍晚舉行七夕遊行，抬神轎、花車，鼓笛隊伍等，經由定禪寺熱鬧地遊行 而連

著 3 天傍晚從 5 時到 7 時，在仙台市著名的定禪寺通舉行的表演遊行， 使得這

條街道被洶湧人潮擠得極為擁塞，包括 40 個團體、約 2 千人合力演出精彩的舞

蹈與音樂， 可說為七夕祭增添了不少動感，令圍觀群眾看得目不轉睛、頻頻拍

手叫好， 仙台市夜晚的表情簡直比白天更美。 仙台七夕祭分為兩部份，「仙台七

夕花火まつり」(仙台花火祭)又稱「前夜祭」是為後半段的主祭暖場，前後施放

長達兩個小時的煙火，美不勝收，引人入勝。   

 

「仙台七夕まつり」又稱「本祭」﹝8/6~8/8﹞為期三天的「仙台七夕まつり」 只

能用豪華燦爛來形容，特有的仙台七夕裝飾純手工製造， 一支從十幾萬日幣到

數百萬日幣都有。最後還會有評選，讓人感受到濃濃的慶典味道。今天日人過七

夕很少想起中國，大多認為是日本的傳統形式。而民國一百年的八月二十六日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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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農曆七夕。 在這浪漫的節日裡給予有情人無限的祝福。 

 

 
 
三、台日傳說與習俗比較 
 

 
   本次針對台灣七夕、日本七夕作比較，發現傳說與習俗街有所不同。 

 
傳  說 

相  同 相  異 
源自於中國的《詩經·小雅·大東》→
《西都賦》→《漢宮闕疏》→《古詩
十九首》→《風俗通義》→曹植《九
咏注》表現出牽牛織女已經成為詩人
表現愛戀和思念之苦的一種突出和
常用的意象。 

1. : (1) 台灣：無更動 
(2) 日本：傳統的傳說中加入了

「棚機傳說」。 
 

「棚機傳說」：它原出於《古事記》，謂古時有一少女棚機的為了替村莊消災
解難， 在水邊織衣祭神，並結成一夜夫妻。 奈良時期以來，七夕紀念棚機
及牛郎織女並存，在七夕時會舉辦慶典來祝福牛郎跟織女的唯美愛情。 

習  俗 
相  同 相  異 

台日的七夕相同點在於:七月七日是

給情人們無限祝福的浪漫節日。

 

1. 活動名稱:：(1) 台灣：祭祀 
             (2) 日本：祭典 
2. 慶祝方式：(1)台灣：以祭謝《七娘
媽》、備小碗油飯到房中拜“床母”和到
廟裡祭拜月下老人之外還為孩子們
舉行十六歲的成年禮。 
            (2)日本：在國曆的七夕
裡 日 本 農 民 視 這 個 日 子 為 豐 收 之
日，在這天，人民會把許願籤掛在竹
子上、街道上懸掛著各式各樣帶有祈
願涵義的裝飾物、在晚上還有傳統音
樂、舞蹈演出和煙火等可供民眾參
加。 

 
參●結論 

 
    從這次的專題報告中有很多收穫。我們對於台灣和日本的七夕雖然都是來自
於同個傳說但竟然衍生出截然不同的過節習俗感到很不可思議。例如：以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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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夕是以小孩子和情侶為對象，日本的則是以紀念牛郎和織女的祭典和祈禱豐
收為主；但是現在台灣的七夕已經商業化，變成一個單純的情侶專屬節日，日本
的七夕也從農曆改為了國曆的七月七日等。 
 
    在以前的台灣，丈夫工作久久回家一次。鮮少見到丈夫的婦女們把對丈夫的
這份思念轉為希望，寄託在小孩子上，以至於這節日就成了祈求小孩平安長大的
節日。舊時台灣的七夕剛好也是七娘媽的誕辰日。供品通常是花果、脂粉、牲禮
等。在台南地區，如果是家中有十六歲的小孩子者，就會在今日進行一種特別的
成人禮——做十六歲——。在那天他們會將從周歲就配帶至今的鎖牌或古錢串拿
下，到寺廟裡祭拜七娘媽以感謝祂長久以來對小孩子的保佑。 
 
    七夕當日的晚餐也是非常講就的：使君子煮雞蛋、瘦豬肉、豬小腸、螃蟹等。
晚飯後還要分著吃石榴。除此之外，也有的家庭會煮食紅糖幹飯來當作七夕的晚
餐。除了拜七娘媽，在民間也習慣拜床母，在七月七日傍晚時，在兒童睡的床邊
拜床母。供品包括：油飯、雞酒（或麻油雞），焚金和床母衣，時間不可太長，
怕床母會寵孩子賴床。 
 
    不過呢在日本，慶祝七夕的方式就跟古時候沒什麼太大的差異性了。將上面
寫有願望的紙籤掛在竹枝上以求願望實現，以及紀念牛郎和織女淒美愛情的祭
典。而在眾祭典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仙台七夕祭了，8 月 6 日到 8 月 8 日仙台的市
內中央通及一番丁通的商店街街道上將懸掛著各式各樣帶有祈願涵義的裝飾
物。每一個七夕裝飾物中都包括了 7 種祈願裝飾在內， 分別象徵著學問、健康、
長壽、豐漁、儲蓄、勤儉及巧手等涵義。傍晚則會舉行七夕遊行，抬神轎、花車，
鼓笛隊伍的表演遊行。晚上則有傳統音樂、舞蹈演出的「星宵祭」 或是瑞鳳殿
的夜間照明、森林音樂會等活動。而接著就是為了後半本祭暖場的，長達兩個小
時，美不勝收的仙台花火祭。 
    這次報告中我們察覺到，一樣是遭受西方文化衝集的東方國家。為何日本得
以保存下來他們的傳統。而我們的傳統習俗卻日漸式微，輪為商業化的無意義節
日?不只七夕，有很多屬於我們台灣獨有的傳統節慶習俗都在西方文化下日漸消
逝。如何保護我們的本土文化，甚至與西方的文化做個融合。這都是我們必須深
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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