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故】

正正月月剃剃头头死死己己舅舅

王维娴

我是个对世俗不敏的人，一些
老辈讲究的东西很少上心，唯独对
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有印记。

十年前，办公室同事里有个姚
会计，离婚独自拉扯儿子，娘俩面
黄肌瘦让人怜悯，领导经常组织聚
餐都让她带上儿子。她和儿子住在
单位辟出的一个宿舍里，出出进进
照顾孩子方便。我们上班她已把办
公室拾掇利落了，我们都习惯了一
进办公室就能见到姚会计的身影。

有一天就奇怪了，办公室打扫
干净但不见人踪，以为领导指派出
去办事。同事小李神秘兮兮地跟我
说：“姚会计5点多钟就骑自行车带
着儿子去市区理发了。”我纳闷理
个发还用这么早去？小李说：“得去
排队呗，姚会计这人真讲究。今天
是二月二龙抬头，她要去给儿子剃
龙头！”

对旧习俗不以为意的我理解
了这位母亲的心愿，她想通过这个
方式唤起对新生活的追求，让儿子
有向上的精气神，剃龙头的抬头则
是多么隆重的仪式！

后来姚会计赶上政策好分了
套经济适用房，虽拉了饥荒但总归
有了自己的房子住，我们都替她娘
俩高兴。

后来我从单位辞职，与小李的
偶遇得知姚会计患子宫癌去世了，
撇下十五岁的儿子。孩子因为对父
亲有成见，所以坚决不与他往来。
我才知道姚会计的陈年往事，原来
她挑对象挑到三十五岁才结婚，第
二年儿子出生就离婚了，前夫是个
酒鬼赌棍。女怕嫁错郎，对于一个
骄傲的美丽女人，有苦无处寄，打
掉的牙齿往肚里咽。起初她病不至
死，在烟台动了手术，医生嘱咐用
药和补充营养会有改善，她为了省
钱出院停药，营养更奢谈了。再次
入院后医生也无力回天，徒留下对
孩子的牵挂。

至此，不仅知道了二月二龙抬
头要去剃龙头的风俗，更知道了一
位平凡的母亲寄托的美好心愿，但
愿这份虔诚会给这个孩子的将来
带来好运！

【故事】

剃龙头的心愿
张发山

元宵节后的第三天，村理
发店早早燃放鞭炮开了业，随
后，便有顾客登门来。当然，年
轻人居多，原因不言而喻，他
们很在意自己的仪表。见了
面，第一句话就是：“正月不剃
头，剃头死己舅。您不怕克死
老舅吗？”一个说：“我不怕，老
舅早就过世了！”另一个撇撇
嘴：“我每年正月都剃头，俺舅
的身板至今硬朗着哪！”接着，
大家又重温了往年那个笑话：
村里某某人正月理了发，他舅
知道后上门兴师问罪，说为啥
寻着法儿咒死他？临走叫外甥
等着，一定让法院判他个“忤
逆不孝”罪。

“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
舅”，是流传在莱州境内的一
句俗语。《四续掖县志·乡俗》
卷曾经这样阐述：“闻诸乡老
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
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
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

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
遂误作‘死舅’。掖人称舅者，
恒 加 一 己 字 ，所 谓 自 己 舅
云。”《四续掖县志》基本厘清
了“死舅”系“思旧”的误传，
但“诸乡老”却将“剃发令”颁
布的时间记错了。实际上，多
尔衮的“剃发令”是颁发在顺
治二年(1645)六月，并非《四》
文所说的“顺治四年正月”。
单从这一点看，剃头与思旧，
在全国范围内，又与正月无
关。

笔 者 曾 听 过 一 则 真 正
“正月剃头思舅”的故事。说
是很久以前，有个贫穷的理
发匠，正月探亲买不起礼品，
就挑着担子为舅舅理发。他
技艺高超，又擅长按摩，舅舅
夸 说 这 是 给 他 的 最 好 的 礼
物。后来，舅舅过世了，每到
正月无头可剃，理发匠心里
很失落，便望着剃头担子百
感交集，思念舅舅。这事儿传
来传去走了样，不是“思舅”，
而是“死舅”了。

“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
舅”一语，二者之间没有任何
因果关系，实属无稽之谈。这
和坊间其他讹传俗语一样，已
失其最初的含义。如“嫁鸡随
鸡嫁狗随狗”，原话是“嫁乞随
乞嫁叟随叟”；再如“量小非君
子，无毒不丈夫”，原为“量小
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还有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等，实际是“三个臭裨将，顶个
诸葛亮”。所以，在现实生活
中，对于一些含糊其词的俗
语，我们都要具有怀疑精神、

“打假”意识。否则，一味地盲
从，人云亦云，便会闹出本文
开头“舅告外甥”之类的笑话。

【习俗】

剃剃龙龙头头戴戴龙龙尾尾
牟洪涛

农历二月初二，按照习俗
要打灰囤、剃龙头、戴龙尾。打
灰囤是大人的事，留下印记最
深的是儿时的“剃龙头、戴龙
尾”。村里流传着“二月二剃龙
头，全年都有精神头”的俗语，
大人们说，在这一天剃头，会
福星高照、红运当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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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做事要有头有尾，不
能龙头蛇尾。所以，剃了龙头，
还必须戴龙尾。

家长亲自或请人给男孩
子“剃龙头”，给女孩子也要剪
一剪头，再扎上两个“朝天锥”

小辫，说那是龙角。为的是保
佑孩子健康成长，长大后就会
龙腾虎跃，可以出人头地。小
男孩对于“剃龙头”不那么感
兴趣，因为那时是用剃头刀子
剃头，剃起头来有点痛，弄不
好，还可能被割破，所以小时
候“剃龙头”有些不太情愿。可
能是天性爱美吧，小女孩对于
剪头和扎小辨倒是挺高兴。

“戴龙尾”才是我们男孩
子十分高兴的事。“龙尾”材料
要提前准备好。春节后，一过
了正月十五，母亲就开始为

“穿龙尾”准备材料。找出各色
花布边角，剪成直径3厘米大
小的圆片和一些花布长条；找
一些直径不超过半厘米的秸

杆，截成2-3厘米长的段儿；再
准备一些结实的红线，做好

“穿龙尾”的准备工作。
传说龙抬头时，动针线会

伤龙的眼睛，所以当天忌用针
线。一般情况下，“穿龙尾”是
在二月初一完成。首先，用一
根红线把花布长条穿扎一起
作为下部的穗头，然后穿上代
表龙鳞的1个花布片(也可把2

个布片叠在一起)，再穿上一节
代表龙骨的秸秆，依次穿成一
个美丽的“龙尾”，一串“龙尾”
由 8块龙骨和 9组鳞片组成。

“穿龙尾”的时候，孩子们都会
围在母亲的周围，稍大点的女
孩是母亲的帮手，母亲会耐心
地教女孩穿龙尾。男孩子在一

旁观看，有的还会给递个布片
和秸杆，希望给自己的那串

“龙尾”能穿得漂亮一些。
到了晚上，母亲会让我们

小孩子早早躺下，她坐在灯下
给孩子二月二要穿的外衣缝
上两串“龙尾”，把缝有“龙尾”
的衣服盖在每个孩子的被子
上，孩子们在憧憬中带着微笑
进入梦乡。

这天一大早就被叫醒了，
早早地爬起来吃饭，饭后男孩
开始“剃龙头”，女孩开始扎小
辫。大家都穿上有“龙尾”的衣
服，如快乐的小鸟一样去找小
伙伴，街上嬉闹着、奔跑着，条
条“龙尾”翩翩起舞，成为乡村
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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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儿儿时时趣趣事事成成追追忆忆
赵世惠

烟台民俗中有所谓“耍正
月、闹二月”之说，其实比较重
要的日子就那么几个：辞灶(蒸
糕)、除夕(年夜饭)、大年初一
(吃饺子)、初三(回门)、十五(元
宵节)、外加二月二。二月二，是
对年最后的一点回味，从此后，
就是轰轰烈烈的春耕开始了。

《招远县志》(清道光本)卷
四风俗篇记载：“二月二日，俗
谓之小龙抬头，以蛰虫始振
也。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
熏虫儿，蜜拌豆炒食之，又曰
炒虫儿。”

儿时不懂这些，只知道二
月二前一日，母亲便会催着父
亲和哥哥剃头，说：二月二，龙
抬头，男人剃头，一年都有精神
头。要早起，家里院外洒扫干
净，在太阳未出前，用灶底的灰

撒灰囤。父亲撒的灰囤规则圆
润，中心放一把五谷杂粮，环绕
中心以圆形图案为主，杂以方
形、矩形，似八卦图，常给我一
种说不出的神秘感。看我起床
了，父亲就招呼我看着鸡，不能
让鸡啄食灰囤内的五谷。

二月二，家家户户撒灰
囤。这是民间祭祀祈福方式，
但在孩子们眼里，却成为比较
炫耀的资本。我就曾不加掩饰
地嗤笑二曼家的歪歪扭扭小
灰囤，面对小三看到我家院子
里的大灰囤目瞪口呆的表情，
我的脸上写满骄傲，小公鸡似
的趾高气扬。

二月二的早饭雷打不动，
吃的是年三十上供摆祭的圣
虫，以及压锅台、窗台、面缸等
等面做的小猪头、猩猩、刺猬、
蟾、小圣虫、小葫芦。大圣虫有
跑虫二个、盘虫二个，原则上

男人吃跑虫的头，寓意新的一
年继续带领全家往前奔。主劳
力的女人吃盘虫的头，比较次
要的小孩子和老人就吃点身
子、尾巴和小的面食。放了一
个多月的面食，干得邦邦硬，
但好歹是面食，至此以后，再
想这样吃一顿白面干粮，怕是
只能等七月七的巧饼了。

二月二为小孩子所盼望，
还因为这天家家户户炒豆儿。
再矜持的孩子也会盼着母亲
有什么吩咐，去邻居家里跑个
腿，都惦记邻家可能会给的那
把喷香的炒豆呢！谁他娘会炒
糖豆儿，谁家姐会炒盐豆儿，
谁家奶奶炒的豆儿酥脆喷香，
小伙伴们说起来头头是道。还
记得三四岁的二丁来我家，突
然哭了，原来是穿的衣服兜兜
太小，装不下几颗豆。后来我
母亲抓了两大把放进他母亲

的兜里，他才破涕为笑。那些
年困难，炒豆儿也只是个形
式，家里都不舍得，多少炒那
么一小瓢儿，应个风俗而已。

如今生活好了，却再也找
不到儿时盼二月二的心情。别
说城市里，就是乡下也大多用
上了液化气，再也没人费心绝
早起来撒个大大的灰囤祈祷
五谷丰登，自炒豆儿分食了。
若干年后，有些古老的传承，
怕是就像二月二撒灰囤、炒豆
儿的习俗一样，终会变得陌
生，淡出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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