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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龙头、舞龙、行开笔礼……

“龙抬头”的趣味民俗了解一下

数字节日学问多

二月初二，因为月份数
字与日期数字的相同，读起
来朗朗上口，令人印象深
刻。有趣的是，在中国除了

“二月二”，还有很多月份与
日期为叠字的重要民俗节
日，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三月初三·上巳节

上巳节源自汉朝末年
的一个传说。相传当时的
一户人家在三月初左右连
亡三女，引得人心惶惶。为
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民众
纷纷到水边洗浴以驱除不
祥，后世相沿成俗。此外，
三月三又叫女儿节，也叫

“桃花节”，一般古代少女在
这个日子举行成人礼。

五月初五·端午节

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
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祈
福辟邪的节日，传说战国时
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
五日跳汨罗江自尽，后来人
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
原的节日。赛龙舟与食粽
是端午节的两大习俗，流传
至今。

六月初六·回娘家

中国古代妇女节。这
一天，家家户户会把已经出
嫁的女儿接回娘家。清代
嘉庆《合肥县志》中曾记载，

“六月六日谓之过半年，妇
女偕婿归宁。”

七月初七·七夕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七
夕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事实上，在牛郎织女传说以
前，人们就已经在七月初七这
天过节了。从唐代开始，人们
会将婴儿形状的蜡烛浮在水
中来乞子，名为化生。旧时七
夕还会蓄采众药驱除毒气。

九月初九·重阳节

九九归真，一元肇始，
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
的日子。古时民间在重阳
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
佩插茱萸、拜神祭祖及饮宴
祈寿等习俗。传承至今，又
添加了敬老等内涵，登高赏
秋与感恩敬老是当今重阳
节日活动的两大重要主题。

本报综合

■ 相关链接

今天是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二，即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作为仲春时节的重要民俗节日，“二月二”不仅和农业生产
联系紧密，也在民间流传了许多与“龙”相关的别样民俗活动。剃龙头、舞龙、扶龙须、吃龙子……尽管南北方的习俗不一，但都寄托着对丰收的期盼
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雷声起，冬眠龙“抬头”

如今在民间，仍流传有
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说法，
且南北方在当天有不同的风
俗习惯。作为一个与节令密
切相关的传统节日，因农历
二月初二前后正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惊蛰和雨水，传说经
过冬眠的龙此日被春雷声惊
醒便抬头而起，所以古人也
称农历二月初二为春龙节。
自此，万物复苏，一年的农事
也即将开始。

关于“龙抬头”的起源，也
不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说法。
传说“二月二龙抬头”最早起
源于三皇之首的“伏羲氏”时
期，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
每年二月二这天，伏羲氏都会

“皇娘送饭，御驾亲耕”，亲自
耕作一亩三分地。后来黄帝、
唐尧、虞舜、夏禹纷纷效法。
到周武王时期，这一传统已被
当成一项重要国策来实行。
在二月初二这一天，周王朝会
举行重大仪式，让文武百官都
亲耕一亩三分地，以展现王朝
重视农业生产。

另一传说则起源于武周
时期，武则天废唐立周称帝，
惹得玉帝大怒，命令龙王三
年不下雨以示惩戒。龙王不
忍生灵涂炭，偷偷降了一场
大雨。玉帝得知便将龙王打
出天宫，压于大山之下，黎民
百姓感龙王降雨深恩，天天
向天祈祷，最后感动了玉皇
大帝，于二月初二将龙王释
放，于是便有了“二月二，龙
抬头”之说。

除了传说故事，关于“龙
抬头”的起源还有更科学的天
文学解释。中国古代用二十
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
的位置和判断季节。二十八
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
箕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
被称为青龙，其中角宿恰似龙
的角。每到农历二月以后，黄
昏时“龙角星（即角宿一星和
角宿二星）”就从东方地平线
上出现，这时整个苍龙的身子
还隐没在地平线以下，只是角
宿初露，故称“龙抬头”。

农事民俗，祈求丰收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
户使耕牛”“二月二龙抬头，
大仓满小仓流”……民间流
传的谚语揭示了“龙抬头”与
农业生产的密切联系。传说
中龙能行云布雨，专司给人
间降雨之职，因而民间会在
二月二这一天焚香祭祀，祈
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在我国东部地区，“龙抬
头”这一天还有“引钱龙”的

习俗，大家在自家院子的地
上用灶烟画一条龙，以此来
请龙兴云布雨，祈求农业丰
收。此外，因龙为百虫之神，
能震慑害虫，此举也有利于
作物生长和人体健康。

除了预示农业生产，民
间流传最深远的“龙抬头”习
俗便是剃龙头，也素有“二月
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的说法。加之中国正月不理
发的传统，因此每逢二月初
二，理发店总是生意兴隆。

二月初二除了是“龙抬
头”的日子，也是“土地爷”的
诞辰。在南方地区，“龙抬
头”这天普遍有祭祀土地爷
的习俗。在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等地区，既有龙抬头
的习俗，也有以祭社为主的
新“二月二”习俗。此外，“龙
抬头”这天，民间还流传有舞
龙的习俗，寓意风调雨顺、祥
瑞平安。在不少地方，儿童
也会在这天“行开笔礼”。

特色食物，祈龙赐福

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一
样，“龙抬头”这天也有其特
色饮食。为了展示礼敬龙
神，这天的食物大多以龙命
名。比如在当天，吃饺子叫

“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
子”、吃面条叫“扶龙须”，这
些食物名称中也寄托着人们
祈龙赐福的美好愿望。

“龙抬头”这天，许多地
方还有吃春饼的习俗。由于
春饼形状圆薄，酷似龙鳞，所
以又叫“吃龙鳞”。除了传统
的“龙鳞”，天津地区还有一
种与众不同的“煎龙鳞”，也
叫“煎焖子”。焖子跟各地的
凉粉、粉皮属于同类食品，煎
到双面微现焦黄后盛到碟子
里趁热浇上麻酱汁、蒜泥、
醋、酱油等作料，佐以主食大
饼或烧饼食用，凉热兼顾的
吃法跟节令配合，展现着中
国饮食中的养生文化。

在西北和山东地区，也
有独特的“龙抬头”食品炒豆
子，又称炒蝎子爪和炒蝎豆。

“二月二，炒蝎子爪，大娘婶
子给一把”，民间流传的俗语
记载的便是各家互相换吃蝎
豆，以此祈福的场景。和北
方不同，南方的温州地区在

“龙抬头”这天流行吃芥菜
饭，也有“吃了芥菜饭不生疥
疮”的说法。

此外，民间还流传有二月
初二吃“鼓撅”(手搓面条)、搅
团、“扒猪脸”等特色食物的习
俗，尽管各地的饮食特色不
同，但在“龙抬头”的特色食品
中都蕴含了对生活美满的美
好期望。 本报综合

《史记》中有龙的传说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朝孔甲为帝时，从天上降
下两条龙，雌雄各一。孔甲
不会饲养，便找到一个曾经
学过养龙的人来养它们，这
个人名叫刘累，孔甲为了这
件事，还专门赐一个姓给刘
累，称他为“御龙氏”。

可是这个刘累其实不会
养龙，没过多久，雌龙就死
了。刘累把它做成一道菜，
献给孔甲吃，孔甲不知是龙
肉，还吃得津津有味。后来，
孔甲派人来取这两条龙，刘
累怕东窗事发，就潜逃了。

《史记》在古代号称“信
史”，人们相信这个故事是真
的。此外，在我国早期的象
形字中已有“龙”字。

《尔雅翼》中提到龙的样子

古人不仅相信世上真的
有龙，还曾写下它的样子及
生活习性。

《说文解字》说：“龙，鳞
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
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宋人罗愿的
《尔雅翼·释龙》说：“角似鹿，
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
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

虎，耳似牛。”
因此，古人所说的“龙抬

头”，其原意应是真的有一种
叫“龙”的生物，抬头了。

古人以为，龙的隐藏和
出现是有规律的。在深秋及
冬季，它藏在水中，到了春天
才显露头角，春分后就飞上
天空。显然，“二月二，龙抬
头”之说的依据，就是基于龙
的这种生活习性。

二月二也是民间“春社”日

唐代之前，农历二月本
无节日。唐德宗时，才将二
月初一定为“中和节”，有庆
祝“天地和同”及“不偏不倚”
之意。而设立这个节日的目
的，是劝农重本和祈丰收，因
二月正是天气由寒转暖、万
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

故“中和节”的习俗大多
与农事有关。如百官进农
书、献种子，就是象征劝农
重本。

由于民间认为二月初二
是“龙抬头”之日，宋代以后
二月初二也是民间“春社”
日，后来民间常将“中和节”
与“二月二”“春社”混为一个
节日，且以二月初二为节日
时间，又称春耕节、农事节、
青龙节等。 本报综合

古人眼里的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