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牛郎织女（一）

古时候有个孩子，爹娘都死了，跟着哥哥嫂
sAo

子过日子。哥哥嫂

子待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在牛棚里睡。牛棚里

没床铺，他就睡在干草上。他每天放牛。那头牛跟他很亲密，用温

和的眼神看着他，有时候还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怪有意思的。哥

哥嫂子见着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仿佛他一在眼前，就浑身不舒服。

两相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睡。

他没名字，人家见他每天放牛，就叫他牛郎。 

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

牛那么勤勤恳
kDn

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它，怎么对得起它呢？他总是

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嫩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
shQi

得一点儿土

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着它到小溪的上游，让它喝干净的水。夏

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

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沾一点儿草叶、土粒。夏天，一把蒲扇

本文是民间故事，由叶圣陶整理，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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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
mRng

都赶跑了。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

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舒服，自己也舒服。

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

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

他的，可是牛咧
liD

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

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跟它商量一些事。牛好像全了解，

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自然，有时候他还

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十地说

出来，那该多好呢。 

一年一年过去，牛郎渐渐长大了。哥哥嫂子想独占爹娘留下来

的家产，把他看成眼中钉。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得很亲

热的样子说：“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

家产，咱们分了吧。一头牛，一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三分像笑七分像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

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
dAi

，赶紧离开这儿。天还早，能走

就走吧。”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

哥哥嫂子既然这样对待他，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稀罕
hAn

，

幸亏那头老牛归了他，亲密的伙伴还在一块儿，离不离开家有什么

关系？ 

他就牵着老牛，拉着破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

子，走过树林，走到山里。从那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柴装满一

车，就让老牛拉着，到集市上去换粮食；夜晚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

息，自己睡在车上。过了些日子，他在山前边盖了一间草房，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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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旁边开辟了一块地，种些庄稼，这就算安了家。 

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牛郎”，他从没听见

过这个声音。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微弱的星光下，老牛嘴一张

一合的，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不觉得奇怪，像是听惯了它说话似的，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明天黄昏时候，你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是一片树

林，树林前边是一个湖，那时候会有些仙女在湖里戏水。她们的纱

衣放在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跟

你要纱衣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这个好机会你可别错过了。” 

“知道了。”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穿过树林，走到湖

边。湖面映着晚霞的余光，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他听见有女子的

笑声，顺着声音看，果然有好些个女子在湖里戏水。他沿着湖边走，

没几步，就看见草地上放着好些纱衣，花花绿绿的，件件都那么漂

亮。里头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纱衣，他就拿起来，转身走进树林。

他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女子们上岸的声音。只听

见一个说： “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要是

老人家知道了，不知道要怎么罚咱们呢！”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

个说：“怎么，你们都走啦？难得来一趟，多自在啊，也不多玩一会

儿。—哎呀！我的纱衣哪儿去了？谁瞧见了？” 

牛郎听到这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着纱衣，说：“姑娘，

别着急，你的纱衣在这儿。” 

姑娘穿上纱衣，一边梳她长长的黑头发，一边跟牛郎谈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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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把自己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姑娘听得出了神，又同情他，又

爱惜他，就把自己的情形也告诉了他。 

原来姑娘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得一手好彩锦，名字叫

织女。每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

灿烂的云霞，什么东西也没它美丽。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

织女成天成夜地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织女身子老在机房里，手

老在梭
suT

子上，劳累不用说，自由也没有了，等于关在监
jiQn

狱
yM

里，实在

难受。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没有

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是一天半

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她把这个想法跟别的仙女说

了，别的仙女也都说早有这种想法。那天下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
niSng

的葡萄酒，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
kE

睡，看样子不见得马上

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

人间。她们飞到湖边，看见湖水清得可爱，就跳下去戏水。织女关

在机房里太久了，现在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玩，心里真痛快，

想多玩一会儿，没想到就落
lS

在了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姑娘，既然天上没什么好，你就

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了婚
hOn

，一块儿在

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结婚，一块儿过日子吧。” 

他们俩手拉着手，穿过树林，翻过山头，回到草房。牛郎把老

牛指给织女看，说它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伴儿。织女拍拍老牛

的脖子，用腮
sQi

帮挨挨它的耳朵，算是跟它行见面礼。老牛眉开眼笑

地朝她看，仿佛说：“正是这个新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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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读课文，说说牛郎和老牛是怎么相处的，他和织女是怎么认识的。

 课文中有些情节写得很简略，发挥想象把下面的情节说得更具体，再和同

学演一演。

◇  牛郎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老牛。

◇  仙女们商量瞒着王母娘娘去人间看看。

选   做

  课文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如，老牛突然会说话了，它知道织

女何时会下凡。在其他的民间故事中找出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情节，和同

学交流。

嫂  恳  筛  歹  罕  梭  监  狱  酿  瞌  落  婚

托趟 溜 婚 辈 挨妻

嫂爹 辆 歹 罕 纱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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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

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两个人勤劳节俭
jiAn

，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

三个年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

时候，晚上得空，织女就指着星星，给孩子们讲些天上的故事。天

上虽然富丽堂皇
huWng

，可是没有自由，她不喜欢。她喜欢人间的生活：

跟牛郎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兄妹俩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

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

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
wEi

在她怀里，叫一声“娘”，回过头

来又叫一声“爹”。她乐极了，可是有时候也发愁。愁什么呢？她

没告诉牛郎。她是怕外祖母知道她在这儿会来找她。 

一天，牛郎去喂牛，那头衰
shuQi

老的牛又说话了，眼眶里满是眼

泪：“我快不行了，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了……我死以后，你把我

的皮留着。碰见什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没说完就

死了。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留下老牛的皮，把老牛的尸骨埋在草

房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仙女们溜到人

间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

了。王母娘娘罚她们，把她们

用上一单元学到的阅读方法，尽可能快地默读课文，了解牛郎

织女故事的结局。联系上一篇课文，说说如果给《牛郎织女》绘制

连环画，你打算画哪些内容，每幅图画配什么文字。

本文是民间故事，由叶圣陶整理，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11  牛郎织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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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黑屋子里。她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

回来，简直是有意败坏她的门风，损害她的尊

严。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哪怕织女藏在泰山

底下的石缝里，大海中心的珊
shQn

瑚
hP

礁
jiQo

上，也一定要

抓回来，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察

访了好久，才知道织女在牛郎家里，跟牛郎做了

夫妻。一天，她亲自到牛郎家里，可巧牛郎在地

里干活，她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织女的男孩

见那老太婆怒气冲冲地拉着织女走，就跑过来拉

住织女的衣裳。王母娘娘狠狠一推，孩子倒在地

上，她就带着织女一齐飞起来。织女心里恨极

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孩子，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只喊了一句：“快去找你爹！” 

牛郎跟着男孩赶回家，只见梭子放在织了半

截的布匹上，灶上的饭正冒着热气，女孩坐在门

前哭。他决定上天去追，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

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前说的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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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是紧急事吗？他赶紧披上牛皮，找出两个筐
kuQng

，一个筐里放一个

孩子，挑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他就飞起来了，耳边的风呼呼

直响。飞了一会儿，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他就喊“我来了”，两

个孩子也连声喊“娘”。越飞越近，眼看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

头上的玉簪
zQn

往背后一划，糟了，牛郎的前边忽然出现一条天河。天

河很宽，波浪很大，牛郎飞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牛郎在天河的这边，织女在天河的那边，只能远远

地望着，不能生活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成了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

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可是不肯死心，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儿

过日子。日久天长，王母娘娘也拗
niM

不过她，就允许她每年农历七月

初七跟牛郎会一次面。 

每年的这一天，成群的喜鹊在天河上边搭起一座桥，让牛郎、

织女在桥上会面。就因为这件事，每逢那一天，人们很少看见喜鹊，

它们都往天河那儿搭桥去了。还有人说，那一天夜里，要是在葡萄架

下边静静地听着，还可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亲亲密密地说话呢。

俭  皇  偎  衰  珊  瑚  礁  筐  拗

    分布在银河两侧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看起来是一“水”之隔，其实

距离十分遥远。人们根据它们的名字，创作出《牛郎织女》这个充满传

奇色彩的民间故事。很多诗人借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创作诗歌，表达情

思，如林杰的《乞巧》、秦观的《鹊桥仙》。

资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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