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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龙抬头”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氏“重
农桑，务耕田”，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这天，他会亲自
耕种，以示对农业的重视。这一传统后来被黄帝、
唐尧、虞舜、夏禹等历代帝王所沿袭，至周武王时，
更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来实行，每年二月二，文
武百官都要亲耕一亩三分地。这一习俗，不仅体现
了古代帝王对农业的重视，也寓意着春耕的开始，
寄托了人们对丰收的期盼。

据史料《说文解字》记载：“龙，鳞中之长，能幽
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
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被赋予了无尽的神秘
与力量。在古代，农历二月二被视为春耕的重要标
志，与土地农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此日又有“春
耕节”“农事节”等称呼。所谓“大仓满，小仓流”，正
是人们对作物收成好、五谷丰登的美好希冀。

“龙抬头”不仅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连，还与天文
现象息息相关。在东方，有七个星宿，分别为角、
亢、氐、房、心、尾、箕，这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
星象，称为“东方苍龙”。“龙抬头”就是指苍龙的角
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形象，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和
万物的复苏。

关于“龙抬头”的传说，民间流传着多个版本。
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了一位青龙因不忍
人间百姓受灾挨饿，私自降雨而触犯天条，被压在

山下受苦。百姓们为了救出青龙，想尽了办法，最
终在第二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通过炒黄豆、爆玉米
花等方式，让玉帝看到了“金豆开花”的景象，从而
赦免了青龙。从此，“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便流
传了下来。

“龙抬头”这一天，各地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吃龙食是其中一项重要习俗。人们相信

“龙威大发”，所以这一天饮食多以龙为名。吃春饼
曰“吃龙鳞”，吃面条曰“吃龙须”，吃米饭为“吃龙
子”，吃饺子曰“吃龙耳”，面条、馄饨一块煮曰“龙拿
珠”，吃葱饼曰“撕龙皮”。这些习俗不仅寄托了人
们对龙的敬仰与崇拜，更蕴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期盼。

剃龙头也是“龙抬头”这一天的传统习俗。无论
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在这一天去理发店剃头，俗称

“剃龙头”。这不仅是为了焕然一新，迎接新一年的
到来，更是为了沾点“龙气”，祈求一年到头都有好运
气。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传统节日至今仍然在中
国城乡广泛流传。它不仅是一个庆祝春耕开始、祈
求丰收的节日，更是一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龙的
精神的重要时刻。“龙抬头”这一节日也体现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
们今天所需要传承和弘扬的。

白居易《二月二》诗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
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农历二月二，俗
称“龙抬头日”，又称“龙头节”“春耕节”“春龙节”“挑菜节”
等，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在民间有剃龙头、吃龙食、敬
文昌神、祭祀、炸油糕、爆玉米花、妇女不缝纫等习俗，也广
泛流传着许多风趣动听的农谚民谣，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
渴求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民间认为，龙是
吉祥之物，主管云雨。经过冬眠的龙会在二月初二醒过来
抬头看人间，然后决定是否下雨。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我国很多地方已开始进入雨季，正是一年备耕农事活动
的时节。相传三皇之首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
二这天，“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后来的黄帝、唐尧、夏禹等
纷纷效法先王。到了周武王，这一做法还被发扬光大；每逢
二月初二，都举行重大仪式，让文武百官都亲耕一亩三分
地。从此，二月二又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鸿运好当头”。二月二是蛰龙升
天的日子，谁不想做“龙头”呢？为讨个好彩头，人们都选择
这一日子“理发去旧”，意寓剃龙头。于是，这天无论是乡间
集市，还是城里的理发店，都挤满了剪发的人，进进出出得
络绎不绝。他们认为这一天龙抬头，修剪头发能带来吉祥
好运，大人会福星高照，小孩会成龙成凤。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锅里嘣豆豆，惊醒龙王早升腾，
行云降雨保丰收。”农历二月已进入春季，人们要春耕播种，
土壤干枯急需甘霖滋润。俗谚有“龙不抬头，天不雨”之说，
因此，人民为了企盼传说中的龙能升天抬头，兴云作雨，滋
润万物，就到二月初二这天，家家户户炒豆豆，爆玉米花，

“噼里啪啦”声声惊醒了龙王。于是，金豆开花，龙王升天，
抖动龙身，贵如油的春雨普降大地，润泽四方，五谷丰登。

“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二月二是以前
出嫁姑娘回娘家的日子。旧俗里不允许媳妇正月回娘家，
故民间习惯二月二接女儿回门，淋漓地表达了父母急切盼望见到女儿的心情。至
今在有些地区，每逢农历二月初二这天，已出嫁的女儿仍带丈夫、孩子回娘家团聚。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二月二，围仓龙，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家户
户都要举行的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早上，一家之主天不亮就起床，到厨房里掏一簸
箕烧锅草木灰，打开大门，用手抓着草灰从大门前开始一路撒来，沿院墙，一直延伸到
屋里。有的边撒边念叨“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
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寓意一年里风调雨顺、粮食满仓。

时下，二月二作为古代民俗节日，虽然已经淡出了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但它
千百年来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让这普通的一天变得吉祥喜庆，美好而生动。

祈愿满满的 二月二
□ 张红梅

《红楼梦》里的 二月二
□ 聂难

在《红楼梦》这座繁华又虚幻的文学大观园里，
每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日都被曹雪芹先生用细腻笔
触勾勒出独特的韵味，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也不
例外。这一天看似平常，却在贾府的日常琐碎中暗
藏着家族兴衰与人物命运的伏笔。

在古代，“二月二，龙抬头”有着诸多讲究。“切
忌针黹，恐刺龙目也”，在这一天，贾府上下女眷自
然也遵循着这一习俗，放下了平日里飞针走线的活
计。女红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功课，而二月二这一天
的停针，就像是忙碌生活中的短暂休憩，让贾府的
闺阁女儿们有了更多相聚、谈天说地的时光。

对于林黛玉而言，二月二更是意义非凡。她辞
别父亲进京，踏上未知的旅程，开启寄人篱下的生
活，正是在这“二月初二”。这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
点，离开熟悉的家乡，离开父亲的庇护，将要独自面
对人生的种种。此时的林黛玉，心中满是对未来的
迷茫与不安，还有对家乡和父亲的不舍，以泪为别，
踏上了前往贾府的路。她的一生与二月似乎有着
不解之缘，生日是二月十二的花朝节，搬进大观园
开启与贾宝玉生情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二日，而她一
生为还泪而来，命运的轨迹似乎从二月二离家就已
悄然注定。

在贾府，二月二这一天，饮食上也颇有讲究。
厨房会特意准备“撑腰糕”，这是用糯米粉精心蒸制
而成，软糯香甜，寓意着吃了便能在新的一年里身
强体健，腰杆挺直。主子们围坐一桌，品尝着这应
节的美食，谈论着家常。饭后，李纨、探春等姐妹提
议在园子中放风筝，众人纷纷响应。贾宝玉兴奋地
拉着黛玉的手，催促她快些起身。来到园中，宝玉
一边跑一边放线，风筝扶摇直上，他还不忘回头对
黛玉喊道：“林妹妹，你瞧我的风筝飞得最高！”黛玉
浅笑，眉眼弯弯，让紫鹃帮忙整理着自己的蝴蝶风

筝，不一会儿，五彩斑斓的风筝便在天空中飘荡。
丫鬟们在一旁帮忙拉线、整理，欢声笑语回荡在大
观园的上空，为这二月二增添了几分欢乐的气息。

男人们或许会谈论些仕途经济、家族事务。贾
宝玉虽厌烦这些世俗的话题，但在这特殊的日子
里，也会收敛几分顽劣，乖乖地坐在一旁。女眷们
则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做做女红。王熙凤平日里
掌管着贾府的大小事务，雷厉风行，这一天也会暂
时放下手中的账本，与李纨、探春等姐妹们说笑几
句，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趣事。

“二月二”在贾府，也是家族命运的一个小小映
射。在这一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如同民间
期盼龙抬头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般，贾府众
人也盼望着家族能够继续繁荣昌盛。然而，他们或
许没有意识到，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子里，危机正悄
然潜伏。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经济的逐渐亏空、
封建礼教的束缚，都如同隐藏在暗处的暗流，随时
可能将这座看似坚固的大厦冲垮。

从林黛玉踏上贾府的土地开始，她的命运就与
这个大家族紧密相连。而二月二这个特殊的时间
节点，就像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推动着故事一
步步向前发展。在这一天，贾府的繁华仍在继续，
可那繁华背后的腐朽与衰败也在慢慢显现。

曹雪芹先生用他如椽大笔，将“二月二”融入到
贾府的生活画卷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在传统
节日氛围下的真实模样，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有无法逃避的命运无常。

农
谚
民
谣

农
谚
民
谣

二
月
二

□
刘
昌
宇

“二月二，龙抬头”，从农历的这一
天开始，冬眠的“龙”就要苏醒，开始兴
云布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到
了。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在这一天理发
会鸿运当头、时来运转，是个吉祥事，一
般人都对此坚信不疑，因此就像有谁下
命令似的，在这一天大家都争着抢着去
理发。今年是蛇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小龙年，因此美容店、理发铺甚至街头
理发摊之类的地方都会排起长队。

我老伴这人一向是个热心肠的业
余“理发匠”，所以每当二月二来临，她

都会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家里俨然
成了理发馆。老伴在我俩结婚后就买
来了理发工具，并到理发店“偷偷”学了
几天“手艺”，粗略地掌握了一些理发的
门路，就在我的头上试验起来，一直给
我理发。后来又加上给儿子理发，给小
孙子小外孙理发，历经几十年的磨炼，
她的理发技术更是没得说。熟人朋友
来了，见人家头发长了，她就主动上手，
施展起自己的头上功夫，还别说往往会
听到几句称赞夸奖，她也因此而乐此不
疲，还获得了个业余“理发匠”的美名。
当然，喜逢学雷锋日，更是她求之不得
展示手艺的时候。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老伴发现每
到二月二这天，剃“龙”头的人太多，店
店爆满，慢一点的就排不上号了，于是
她就凭借自己虽未经投师学艺，却从多
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技术，不声不响
地学起了雷锋，帮人理起发来，这一发
可就不可收拾了。从那之后年年的二
月二这天，我家都是人来人往、热闹如
市。

我虽然没有准确记载和统计过，但
每年的二月二这天，她除了给我与几个
孙子外孙剃“龙”头之外，还要给十几个
邻居的孩子和一些挤不进理发店的大
人理发。这不，今年的二月二又要到
了，她已经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将那些

“家伙式”通通擦拭一新，把那件大围裙
浆洗得干干净净雪白亮眼，把那把老式
椅子收拾擦洗得光亮如新，敬候大家的
到来，好再过一把剃“龙”头的瘾。

我家热闹的 二月二
□ 韩长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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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龙角初昂，传统节日“二月二”又至。本期版
面小编带着大家在《祈愿满满的二月二》里追溯节日起源，
在《农谚民谣二月二》里窥探古人智慧，在《〈红楼梦〉里的二
月二》里看旧时贵族的节日习俗，愿您在新的一年万事顺
逐，鸿运当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