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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充满生机

二月二

□刘殿玉

二月二“打囤”，一直是我们
潍坊地域农家人的传统习俗。每
年过了雨水，出了正月，一到二月
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家家户户
便都要“打囤”，以期新一年龙王
施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囤满、
仓丰。在我们那里，一直流传着这
样的谚语：“二月二，龙抬头，风调
雨顺好年头；打好囤，备好梯，丰
衣足食无忧愁。”

二月二龙抬头之说及后来
“打囤”的习俗起源于古代，这在
明人的《帝京景物略》中已有所记
述。明清之后，人们更是世代传
承，一直沿袭至今。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年
到了二月二，一早起来，我便帮着
爷爷打囤。打囤用草木灰，早在二

月初一的晚上，奶奶和母亲便把
锅底下的草木灰全部掏出来放在
两个簸箕里，待到二月初二早晨
天刚放亮，母亲起来扫好了天井，
爷爷便把盛满草木灰的簸箕端到
外面，用木锨铲上灰，在天井里撒
圆圈。为了让圆圈撒得圆，人要站
在一个中心，以木锨为半径，握了
木锨把儿一边撒灰一边转圈，转
上一圈就是一个撒好的灰圈儿
了。那时候爷爷撒外层的几个大
圈，我用小木锨撒最里面的一个
小圈，一个囤要撒出相互套着的
三到五个圈儿。一般天井里要打
二至三个囤。打完了天井里的就
再到大门口外面继续打。待全部
打完后，就再在每个囤上画“梯
子”，梯子要画成“月”字形。画梯
子的时候我和爷爷抢着画，爷爷
笑，我也笑，心里快乐得不得了。

等打完囤、画好了梯子，在每个囤
的中心还要分别放上麦子、谷子、
大豆、玉米、高粱等各种粮食，之
后用砖头压起来(下午才能让鸡
啄食 )，至此“打囤”才算全部完
成。等我和爷爷打完了囤，奶奶和
母亲也已经在屋里下好了饺子，
这时父亲便拿出了鞭炮，要我拿
一根长竹竿挑了，之后院子里便
噼噼啪啪好一阵响。放鞭炮的时
间全村人都差不多，一家响了，家
家户户都跟着响。

二月二这一天，农村里的人
家不但要设简单供奉，烧香烧纸
祭拜天地和龙王，还要吃饺子、吃
炒豆和剃头等，以示心之虔诚。

“打囤”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期
望，也是一种形象的象征。用草木
灰打成的灰“囤”，其实就是完全
仿照了农村人家代代相传的“囤”

的俯视图形。囤是盛粮食用的，在
我的老家昌邑南乡农村，人们把
囤叫囤橛，囤橛有大有小，都是用
粗壮的树条子编成，高矮都在一
米五以上。囤橛编好后，里面用掺
了麦穰的泥巴抹光，待晒干后即
可盛粮食了。因为囤盛的粮食有
限，人们便又在囤的上面加了用
芦苇编的摺子，摺子如同苇席一
样，只是又长又窄，在囤里粮满
时，上面便一层层地加摺子继续
往上装粮。由于加了摺子的粮囤
很高，所以人们在往外取粮时就
用上了梯子，这也就是二月二打
的“囤”都画有梯子的原因，是人
们都期望囤满粮足。

现在，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一些农村早就不见了粮食
囤的踪影，但在有些偏僻的农村，
还有许多人家使用它。

□孙清鼎

太阳、神仙也有生日。传说
农历二月初一是太阳的生日，二
月二是土地神的华诞。

在鲁南，二月初一没有什么
节庆活动，二月二是传统节日。
什么节？知道这天是土地神生日
的人不多，可是大人小孩都知道
这一天是“龙抬头”。老辈传下来
的就是这个说法。

龙在中国自古
就受到先民的崇
敬，神话传说人类
的始祖伏羲、女娲
都是人首龙身，这
在汉画像石中多有
表现。既然人类的
始祖与龙有关，封
建皇帝也就自称为

“真龙天子”以示不
凡，其繁衍的后代
都是“龙子龙孙”。
在老百姓眼里，龙
是一种神灵之物，
能隐能显，可行云
布雨，就连闹地震
也说是龙“翻身、挤
巴眼”。可知，龙的
威力巨大，关乎天
下福祸。

许慎在《说文
解字》里说龙“春分
而登天，秋分而潜

渊”。春天到了，“雷惊天地龙蛇
蛰”，经过长时间的蛰伏，二月二
这天龙已经感觉到春天温暖的
气息，头开始抬起，就要准备飞
腾上天了。龙本来不负责人间粮
仓的增减之事，可是因行云布雨
所致的阴晴旱涝直接关系到人
畜兴旺、庄稼收成，庄稼人期盼
的又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
年景，自然对龙的作为要格外关
心重视了。

“二月二，龙抬头”，此乃生
机之象，值得欢庆喜乐。喜乐的
标志之一就是家家尽可能做好
吃的饭菜，必吃的是正月十五用
面粉蒸做的龙灯“龙肉”，还有这
天一大早用黄豆加糖炒的“蝎子
爪”。农家另有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打扫干净的庭院内，用做
饭燃烧过的青灰一圈一圈、由小
到大撒画出一个粮仓来，中心处
放点五谷杂粮，俗称“围仓”。

乡村写春联有“仓龙引进”
竖条，大都贴在粮囤米缸上。仓
和龙怎么能联系在一起，这意
思是把龙引进仓里还是由龙把
粮引进仓里呢？从庭院“围仓”
看，人们是希望把粮囤米缸换
成粮仓的。过去，大户之家及

“集体化”时，收的粮食多，囤缸
小器自然盛不下，这就要“围
仓”，把粮食茓起来。有一种围
仓的简便工具叫做“茓席”，又
称“摺子席”，这种席子宽不足
一米，长有几十米，用它一圈一
圈逐渐增高围起来堆积粮食称
之为“仓”。窄而长的席子，颇似
龙形，若把此“龙”引进家中，囤
缸换粮仓，那不就是庄稼人所
殷切盼望的吗？

二月二，春草生。唐代在这
天有挑菜的风俗，元代便有了

“二月二，龙抬头”之说。实则
“龙抬头”这话是农谚，它意在
借神龙提醒人们，冬眠的蛇虫
因春天的到来已开始苏醒了，
农事也到了应该行动的时候，
适时耕作之时要谨防蛇蝎之
害。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大
好春光，莫误农时。

打囤为何还画梯

二月二叠纸鸡

□纪慎言

大家都知道民间有个“二月
二，龙抬头”的说法，但是，关于那
个龙的头是什么时候低下的问
题，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关心。我问
过一些人，大部分都摇头；个别人
说是冬天天冷了，龙就与长虫蛤
蟆一样“蛰”起来了，那龙头不就
低下了吗，要不怎么二月二前后
还有个节气叫惊蛰呢？春天来了，
人们“嘎嘣、嘎嘣”地吃炒豆，把它
们给惊醒了，所以龙就抬头了，还
阳了。这就跟戏台上唱戏的一样，
有影没影编个因由就过节，有事
没事找个茬口混吃喝。

小时候并没有在意过二月二

这个不是节日的节日能够吃上
什么好饭食，因为那时候庄户人
家大都很穷而且又是在青黄不
接的春季，所以能够吃上母亲抓
给的一小把炒熟的黄豆也是满
心的香甜。之所以能够记住二月
二，首先是因为奶奶在那天清晨
虔诚的祷告以及爷爷不屑一顾
的戏谑。

我从两岁时就跟爷爷奶奶
在一个炕上睡觉。记得每年二月
二这天早晨在窗户纸刚刚发白的
时候，我就被奶奶用擀面轴子敲
窗台或者敲炕沿的声音惊醒了。
醒了的我在朦胧中就听见了奶奶
的祷告：“二月二，敲窗台，蝎子蚰
蜒进不来。二月二，敲炕沿，老鼠

长虫都不见。”一边敲打，一边祷
念，直到窗户纸全白天色大亮才
下炕做饭。爷爷是个不大信邪的
人，每当奶奶虔诚祷告的时候，他
就会没好气地把奶奶说的“进不
来”篡改成“全都来”，把奶奶说的

“都不见”篡改成“一大片”！惹得
奶奶举着手里的擀饼轴子要敲爷
爷的脚，我就把头蒙在被子里偷
笑……

后来我觉得让我对二月二产
生深刻印象的还是因为这个叫做

“惊蛰”的节气。虽然小时候对这
个“蛰”字感觉面生，但是在曾祖
父和爷爷的嘴里我知道了“惊蛰”
的意思。因此一说“惊蛰”，作为一
个农村孩子，我就蓦然有了一种

挣脱了某种桎梏的感觉。最直觉
的是天气转暖了，穿了一冬的那
身笨重的棉袄棉裤可以甩掉了。
俨然就像一只醒来的青蛙或一条
蛇，虽然腹内尚空，但还是一身的
轻松！

此时，河开了，柳绿了，麦苗
返青、莺飞草长、日丽风和，我便
觉得刚长了一岁的人们也都像

“惊蛰”一样，都有了欢快的精
神。

“二月二，龙抬头”。仔细想
想，神话传说中的龙其实就应该
是人们自己，我们不是常说我们
是龙的传人吗？因此，真正应该
抬头挺胸向前看，一身轻松朝前
赶的就是生生不息的我们。

一过二月二，休眠一个冬季的“毒虫”也开始“出蛰”活跃起
来，为预防被蝎子、蚰蜒及一些毒虫无故伤害，家家户户都要叠
一笼纸鸡。

“二月二，龙抬头”。仔细想想，神话传说中的龙其实就应该
是人们自己，我们不是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吗？因此，真正应
该抬头挺胸向前看，一身轻松朝前赶的就是生生不息的我们。

今天是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民间在此日有
吃炒豆、打灰囤、剃头等习俗。从这天起，停歇了一个冬天的农
事活动要重新开始了，天地间勃发出新的生机。今年是龙年，
我们是龙的传人，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日子里，希望每个人都抬
起头来，满怀希望、生机勃勃地奔向未来！

文/图 李贞寅

在我的家乡济南长清，二月
二有炒蝎子爪、打灰囤，用草木灰
围院墙的风俗，可我记忆最深的
是二月二叠纸鸡。

二月二这天，我的家乡家家
户户都叠扎一笼纸鸡。在过去的
年代里，有些农户家庭较贫穷，要
叠纸鸡的彩色纸张缺钱买，平时
把买东西的包装纸、买点心的彩
色封面纸、烟卷盒纸攒起来，到二
月二叠纸鸡用。有些较富足的人
家，则买上红、黄、绿、白各色纸张
来叠纸鸡用。二月二这天，你串门
去看看吧，家家屋里的迎门处，都

挂着一笼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
纸鸡。

为什么会有二月二叠纸鸡的
传统呢？我的家乡地处长清东南的
深山峪谷中，那里的房舍和院墙是
用石块砌垒的，屋里一般用石灰和
土和成的混合泥砌的墙皮，年代久
了，到处裂着缝，这些缝隙就成了
蝎子、蚰蜒及一些毒虫的滋生处，
一过二月二，休眠一个冬季的“毒
虫”也开始“出蛰”活跃起来，为预
防被蝎子、蚰蜒及一些毒虫无故伤
害，家家户户都要叠一笼纸鸡。鸡
嘴里叼着蝎子、蚰蜒及一些小毒
虫，让纸鸡显显灵，蝎子、蚰蜒及一
些毒虫出来一个吃掉一个。

记得童年过二月二时，二月
二的前两天母亲就用彩色纸折叠
纸鸡。她把鸡“笼子”用秫秸篾秫
秸瓤扎成圆形，再用秫秸篾连起
来，把纸鸡一个个用针线连在鸡
笼子上。母亲把叠好的纸鸡用剪
刀剪上鸡冠子、鸡嘴、鸡尾巴。鸡
嘴里叼上剪成的蝎子、蚰蜒及一
些小“毒虫”。二月二这天，天还不
亮，她便点上煤油灯，在那灯头橘
黄色的火苗上，点燃一炷香，用香
头在鸡头上点上眼睛，叫做给鸡

“开光”，开了光的鸡才能显灵。母
亲挑着一“笼”纸鸡，在我们兄妹
起床前，要在炕周围转一圈。母亲
小时候跟老姥爷上过私塾，她上

供、祈祷总是念念有词。她在挑鸡
围炕转时，嘴里念叨着：“公鸡、母
鸡显显灵，不让蝎子、蚰蜒来逞
能，出来就要全吃掉，不能蜇咬小
顽童。”母亲挑鸡围炕转前，我们
兄妹醒了也不准起床，等她祈祷
完才准我们下床。

母亲挑鸡祈祷完后，天也大亮
了，这时，母亲开鸡窝撒鸡。母亲在
撒鸡时，把谷子、玉米、高粱撒在地
上，让鸡觅食，她说：“二月二这天
把鸡喂饱，一年它会多下蛋。”

眼下，二月二又到了，家乡的
父老乡亲们还在用先辈们传下来
的习俗过二月二，叠一“笼”纸鸡
吧！

二月二，龙抬头，风调雨顺好年头；打好囤，备好梯，丰
衣足食无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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