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宝庆

二月二搭粮食囤子，祈望五谷
丰登粮食满囤。天蒙蒙亮，妈妈就
把积攒的草木灰搬到院子里，一锨
一锨像撒播一样搭成苞米、麦子、
高粱、小米、大米五个囤子，再在每
个囤子中放点五谷。等我们兄弟姐
妹爬起炕，妈妈会高兴地冲着我们
说：“二月二龙抬头不动剪子不做
针线，龙王爷知道了欢心畅意，就
会兴起顺时的风，下起及时雨。庄
稼长得好，粮食收得多，就能让大
囤满、小囤尖。”

二月二烧草棍、吃草豆。早晨，
妈妈叫姐姐从西厢里抱出从野外
拔来的小草，用山草炒黄豆。这山
草长得像小麦，足足有二尺高，在
芝罘区娄子山、黄金顶、西山、塔
山、南山等山里，唯有南山常见，别
的山上都是寥寥无几。妈妈叫我们
上南山拔山草，说等过二月二炒黄
豆烧山草，火苗不大不小，炒出来
的豆子颜色金黄，吃到嘴里喷香酥
脆。我们照妈妈说的，每年夏秋时
节就到南山拔回来一些，晒干存放
到二月二。

二月二烙饽饽干。炒好黄豆，
妈妈还要把过年蒸的存放的饽饽
从缸里拿出来切成片，搁到大铁锅
里烘烙，直到把饽饽片两面都烙成
橘黄色才取出来。我们兄姐弟经常
是咬一口饽饽干嚼几个黄豆，那响
声很有节奏感。

二月二吃水饺。晚饭吃饺子，
这也是家家户户的习俗。当天下半
晌，街坊邻居家中都传出剁大白菜
声。姐姐手脚利索地剁好大白菜，
妈妈也把面粉调匀，又拿出点猪肉
让姐姐切成丁，再倒上花生油放上
盐和酱油，搅合好馅，妈妈和姐姐
一起包饺子，我在旁边“看眼”。

虽说当年的饺子猪肉少，但我
们吃得有滋有味，比现在韭菜、猪
肉还有虾仁馅饺子还好吃，要说
怪，其实一思量并不奇怪。

赵明通

关于“二月二，炒豆儿”的
习俗，我们这里一直流传着这
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武
则天篡夺唐室江山当了皇帝
后，惹怒了玉皇大帝。这位玉
皇大帝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男
尊女卑封建思想，他认为男人
篡位合乎天理，女人称帝则大
逆不道，于是下令三年内不许
向人间降雨，以示对武皇帝和
她的子民们的惩罚。司管天河
的玉龙见生灵涂炭，万民悲
怆，动了恻隐之心，不顾玉帝

的命令，决心拯救人间大众，
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
知后，更加大怒，将玉龙赶下
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山
下还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
道：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
间千秋罪。若想重登灵霄阁，
金豆开花方可归。

天下百姓非常感激玉龙的
拯救之恩，决心想办法救出玉
龙。于是，人们到处寻找开花的
金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这
天，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大豆
种子，猛然想起，这黄豆就像金
豆，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

了吗？于是家家户户炒黄豆，并
在院子里设案烧香，供上“开花
的金豆”，专让玉龙和玉帝看
见。玉龙知道这是百姓在救它，
就大声向玉帝喊道：“金豆开花
了，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
家家户户院子里金豆花开放，
只好传谕，诏玉龙回到天庭，继
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此后，为了纪念敢于违抗
天旨普救万民的玉龙，民间便
形成了习惯，每到二月初二这
一天，人们就在家里炒豆儿。
孩子们一边看着吃着，一边唱
着用“龙头接龙尾”的方式 (修

辞学上称“连珠”或“顶针儿”)

编成的儿歌：“二月二，炒豆
儿；豆儿香，买生姜；生姜辣，
买棉袜；棉袜没有底，买杆笔；
笔没有尖，买张锨；锨没有柄，
买杆秤；秤没有钩，买匹牛；牛
没有角 (“角”方言读“甲”)，买
匹马；马没有鞍，上南山；南山
有栋小屋儿，嘎达嘎达织布
儿……”

牟洪涛

老家把二月二视为“开春儿”
日，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
民盼“开春儿”后就能够风调雨顺，
不误春耕春种。龙是中国神话中的
动物，民间奉龙为水神，它能行云
布雨，传说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
的抬头日，因此，要过“龙节”。

按照流传下来的习俗，过“龙
节”，要“挂龙尾”、“戴龙尾”，还要

“打灰囤”和“剃龙头”，祈盼能在
“神龙”的保佑下，雨润好年景，福
运照头顶。

清晨，家家院子和场园里传出
铁锨与地摩擦的嚓嚓声，真应了

“处处遥闻打囤声”的诗句。这“打
灰囤”用的草木灰还是有讲究的，
要用玉米秸子、谷秸子、豆秸、花生
蔓子等庄稼秸秆烧出来的灰，所
以，头几天做饭，不能用别的草，为
的是攒下“打灰囤”用的草木灰。记
得每到这天，父亲要起个大早，从
锅底下掏出草木灰，放到盆里，在
庭院和场院里用铁锨“打灰囤”。铁
锨盛上木灰，人站在中间为圆心，
锨柄为半径，转一圈，即可画成一
个灰色圆圈，中间打个十字，中心
放上麦子、玉米、高粱、豆子等各种
粮食，一个大粮囤子就完成了，还
要在边上画个梯子，意思是粮囤又
高又满，需要踩着梯子才能取粮，
祈盼能有一个丰收年。这样的粮食
囤子要打好几个。故有“二月二，龙
抬头，大囤满，小囤流”的俗语。

二月二龙抬头，是个剃头的好
日子，传说在这一天剃头，会福星
高照，使人红运当头。因此，就有了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男子剃龙头”
的习俗，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全
年都有精神头”，“二月二”这一天，
家长是一定要自己或请人给男孩
子“剃龙头”的，为讨个好彩。

王红婷

作为一枚彻头彻尾的吃货，说
到二月二的胶东风俗便立即想到
美食。二月二，炒金豆，金龙出，四
海富。胶东地区盛产大花生，除了
甜丝扯蜜的花生粘，炒豆的市场上
也不乏各种豆儿，黄豆、蚕豆、豇
豆、黑豆、红豆、青豆、豌豆等，干炒
的、裹糖的、五香的、椒盐儿的，锦
绣成堆，豆子如云，真是只有你没
吃过的没有你想不到的。抓上一把
豆子，嘎嘣嘎嘣嚼出闲话家常，岁
月浓香。除了豆子，传统的胶东美
食也绞尽脑汁地与二月二的“金
龙”沾边，比如说吃大肚儿饺子叫
吃“龙耳”，吃时鲜儿春饼叫吃“龙
鳞”，吃荞麦面条就叫食“龙须”。跟
新年做的大枣饽饽一样，发面蒸出
小龙形状的面食，就改名儿叫“圣
虫”了。民以食为天，不吃的饱饱
的，怎得来健硕的身体，耐得住这
春捂的季节呢！

刘吉训

今年的3月2日是农历二月二。
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

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
子，自此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
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胶东地
区广泛地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
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每当春龙节到来，我国大部分
地区在这天早晨家家户户打着灯
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
点灯、烧香、上供。旧时，人们把这
种仪式叫做“引田龙”。这一天，家
家户户还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
米花，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

“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
五谷丰登”，以示吉庆。

其实，在农历的二月以后，“雨
水”节气来临，冬季少雨现象结束，
降雨量逐渐增多起来，这本来就是
我国北方季风气候的特点。

崔玉华

农历二月初二，按照传
统习俗要打灰囤、剃龙头、穿
龙尾。打灰囤、剃龙头是男子
的事，唯有“穿龙尾”跟女孩
子有关。每年到这个时候，母
亲都会教女孩穿龙尾，也是
我们女孩儿最高兴的时候。

传说龙抬头时动刀剪、
针线，会伤害龙的眼睛，所
以，二月初二，妇女忌用剪
刀、针线，以防“扎坏龙眼”，

“穿龙尾”要动刀剪，所以要
在节前完成。

记得小时候在家，一过
了正月十五，女孩子们就开
始找出平时做衣服积攒下的
各色花布边角，找一些直径

较细的秸秆和红线，开始准
备“穿龙尾”了。

二月初一，我们会在母
亲指导下，首先将边角花色
布剪成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
片和一些花布长条，再把秸
秆截成1厘米左右长的段儿，
然后，用一根结实的红线把
花布长条穿扎一起作为下部
的穗头，最后按照1个花布片
(也有两个叠一起的)一段秸
秆，依次串成一个美丽的“龙
尾”。穿的时候，男孩子往往
都会围在身边观看，有的还
会给递个布片和秸秆，为的
是讨好，希望给自己的那串

“龙尾”能穿得漂亮一些。
到了晚上，要把“龙尾”

缝在小孩衣服的左右两个肩

上。我们女孩儿会在穿好的
龙尾中挑两串最漂亮的缝在
自己的衣服上，母亲则要给
每个男孩的衣服上缝上两串
龙尾。做完这一切，我们就钻
进被窝，把缝有“龙尾”的衣
服盖在上边，带着微笑进入
梦乡。

母亲说：“戴龙尾”能避
邪气、保安康，神龙会保佑小
孩生龙活虎、健康成长。二月
初二这天，我们穿上戴有“龙
尾”的衣服，跑到大街上，去
跟小伙伴比试谁的“龙尾”最
好看。看吧，一群小孩子像快
乐的小鸟一般在街上嬉闹
着，奔跑着，条条“龙尾”跟随
着翩翩起舞，活脱脱像飞腾
的“真小龙”。

姜喜悦

我依然能清晰记得30多年前，
奶奶有个竹编的笸箩，里面盛满了
剪刀、针线和顶针。奶奶是个小脚
的老太太，一年到头都呆在家里，
除了“二月二”，似乎每天都在忙着
针线活。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
全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制的。

在我们家里，爷爷、爸爸和我
都属龙。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告
诉我，“二月二”那天，家里有属龙
的，一家人都不能动针线，怕刺伤
了龙的眼睛。我们家里盘着三条
龙，自然每年的“二月二”全家人都
循规蹈矩的。

其实，龙本不存在。人们崇拜
龙，也许是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
吧。“二月二，龙抬头”，耳熟能详；

“二月二，炒黄豆”，流传至今。但今
天的年轻人恐怕不会再遵循什么
习俗了，传统的理念早已渐行渐
远。

顾朋泉

“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发挥想象幻化出的祥瑞之
物，它是掌管雷雨的神灵，民
间素有俗语“龙不抬头天不
雨”之说。古人对龙的描述：

“龙，鱼鳞虫之长，能幽能明，
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
天，秋分而潜渊。”

在《山海经·海内东经》
中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
人头”。在胶东，传统的剪纸
艺人会剪成人首龙身的剪
纸，当地称为“圣虫”贴房梁
上(俗信可驱邪，又称作雷神
符)。妇女们还常会剪几幅尺

寸不大的红色小龙贴在窗户
上，只限一两幅，贴法也比较
随便。

农历二月初正值“雨
水”、“惊蛰”、“春分”之间，此
时大地复苏，春雷始鸣，正是
需要雨水之际。水与农业又
密切相关，因而“二月二”就
逐渐演变成以驱虫害和祈祷
丰收为主的节日。旧时的胶
东沿海一带有引钱龙、打灰
囤、剪龙头、薰虫、炒豆等民
俗活动。

其实所谓“龙抬头”是指
天气回暖，蛰伏于地下冬眠
的昆虫开始惊醒而出。所以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蝎
子蜈蚣都露头”。旧时传统民
房为土木建筑，房舍墙体由
土墼垒砌或由草泥打成。即
便是石头墙壁，缝隙也要用
泥抹平，并且家中一般都有
几铺土炕，寒冬之时蝎子、蜘

蛛、蜈蚣这些毒虫会躲藏于
墙缝、炕缝等处。惊蛰以后，
这些毒虫便伺机出动伤害人
类。

故“二月二”当天早晨起
床先要念叨“二月二龙抬头，
龙不抬头我抬头”。起床后，
打着灯笼照房梁，一边照一
边念“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
蚣无处藏”。居民还会在炕
缝、房室边角处撒草木灰，以
熏虫辟邪之用。

二月二在节日期间人
们还会炒黄豆吃，名为“炒
龙豆”也叫做“炒蝎子爪”小
孩边吃边会唱“吃了蝎子
爪，蝎子不用打！”同时剪纸
艺人还会剪与禁蝎相关的
作品贴在窗上和墙角。一般
表现为一把剪子较着一只
蝎子或是就剪几只蝎子，作
品并不显眼流传却比较广
泛。

二二月月二二，，炒炒豆豆儿儿童童年年的的记记忆忆

二二月月二二，，龙龙抬抬头头

处处处处遥遥闻闻

打打囤囤声声

二二月月二二的的美美食食我我家家的的节节日日
二二月月二二，，聊聊剪剪纸纸

方寸之间

二二月月二二，，穿穿龙龙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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