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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这“龙抬头”
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龙抬
头原本只是古人对惊蛰的俗称，
跟二月二没关系。

二十四节气，惊蛰排第三，属
于春天的节气。用公历推算的
话，惊蛰非常规矩，每年不是在3
月5日，就是在3月6日。如果用
农历推算，惊蛰就会跑来跑去，有
时候在正月，有时候在二月，有时
候在三月。但不管在哪个月，古
人都认为惊蛰这天非常重要，认
为它是阴气衰落、阳气上升、春雷
乍动、万物复苏的日子。惊蛰一
到，那些在地下冬眠的动物就会
苏醒，传说中的龙也会苏醒。所

以，惊蛰就等于龙抬头。
二月二到什么时候才跟龙抬

头画等号呢？得等到元朝。元朝
文献《南村辍耕录》有记载，至元
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 1294 年，
这年二月二碰巧惊蛰，所以元朝
人碰巧在二月二这天庆祝了龙抬
头，这就是二月二跟龙抬头画等
号的开始。然后呢？对历法半懂
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绝大多数元
朝人就误会了，误以为二月二就
是龙抬头。这样一来，用不着推
算节气，用不着去查每年的惊蛰
到底是在哪一天，只要到了二月
二，就说龙抬头，相当省事。从此
就都在二月二庆祝龙抬头。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昨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
时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泉州人也将这
一日作为祈福纳祥转运的日子，在这一天
剪头发，据说能够带来一年的好运。

昨日临近中午，记者在泉州古城中
山路“大上海理发店”看到，店里的三名
理发师正忙碌着给客人理发。陈先生是
店里的常客，只管往理发椅子上一坐，一
句话也不用说，剪什么样的发型、洗头的
水温要几摄氏度，理发师傅赵江新都能
拿捏得很准。只听，“啪”的一声，赵江新
抖开了罩衣，系在陈先生的脖子上，一把
剪刀和一把断了几根齿的梳子被他麻利
地操作着。

赵江新告诉记者，这是春节以来，店
里最忙碌的一天了，早上 8点 30分开门
后，客人一个接一个。其实泉州市区早
期是没有二月二剃头的习俗，只在北峰
一带见过，后来慢慢盛行，二月二来剪头
发的越来越多，借“龙抬头”之吉时，孩子

“剃喜头”，健康长大，出人头地，大人“剃
龙头”，辞旧迎新，鸿运当头。

“小时候每到正月总被父亲压着不
让剪头发，说正月剪头发会出事，到了二
月二，就会带我来这家理发店剃头。”陈
先生一边理发一边说道。他说，过去的
半个世纪里，大上海理发厅一直站在泉
州时尚潮流的前沿，逢年过节、人生大
事，许多泉州市民都要到这里给自己换
个新发型。

上世纪50年代，泉州合营后的国营
理发店有 32间之多，分一、二、三级，其
中最高级的有两家，中山路大上海理发
厅为其一，讲述着一段段老泉州人头顶
上的时髦。2021年，经提升改造后，大
上海理发厅重新开门迎客，仍保留着古
早的装修风格，有上世纪上海制造的“蝴
蝶牌”理发椅、“万里牌”电吹风、烫发的
火钳、球形的头发定型烘干机等，还有铺
在水泥地上的南洋花砖、上世纪80年代
的红框玻璃窗、中式木质藤椅，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橱柜里还摆放着古
早味小人书等。最重要的是，这里还传
承着传统理发技艺，泉州人依然能在这
里剃头、玩耍，不少人心中的童年记忆瞬
间被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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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七百年前的一场误会

农历二月初二，也称青龙节，俗称龙
抬头，是祭龙、迎龙、敬龙的日子。

在闽南，二月二还是“头牙”，为“土
地公生日”，是祭拜土地公的日子，有许
多与土地、耕作密切相关的习俗。过完
这天，大地回春，适合耕种，农民就要开
始春耕、播种，准备农耕的工具、种子和
肥料，开始这一年的辛劳。“二月二，造秧
船”便是重要民俗活动，秧船形似脸盆，
是闽南地区插秧的必备工具，用来运载
小秧苗。因此，人们会在这一天摆上贡
品，祈求新的一年都能风调雨顺。

而中国人爱龙、望龙、信龙，龙的形
象贯穿于整个华夏民族的历程中，来到

泉州你会发现，似乎所有龙都集中在这
了。闽南古建筑中龙是常用的元素之
一，在屋顶、梁间、墙头、台基、石柱等，为
古建筑带来了威仪和气势感。石雕龙柱
象征的是顶天立地，往往一柱一龙两两
相对称，营造出浓郁的信仰氛围，古建中
常有雕着龙纹浮雕图案的台基，安置在
殿前，象征着权力。

龙同样也被使用在民俗信仰中，每
年农历五月五笋江前“扒龙船”，龙舟下
水前都要举行祭龙头仪式，请龙、下水、
巡境、竞渡，传承着泉州人的热血精魂。
这些与龙有关的象征与寓意，寄托了人
们祈龙赐福、保佑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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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是“龙抬头”的日子。
那么二月二到底属于什么节呢？这就需要我们翻
开历史，从这个节日的根儿上捋一捋了。

N北京青年报

其实，二月二最初跟“龙抬头”
没啥关系，该节日萌发于唐朝，设
立于宋朝。

唐朝前期，正月有上元节（正月
十五），三月有上巳节（三月初三），
四月有浴佛节（四月初八），五月有
端午节（五月初五），六月有庆阳节
（六月初一），七月有中元节（七月十
五），八月有中秋节（八月十五），九
月有重阳节（九月初九），十月有下
元节（十月十五），十一月有顺圣节
（十一月初五），十二月有岁除节（腊
月二十九或腊月三十）。一年到头，
每个月都有节，唯独二月没有。唐
朝前几个皇帝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儿，可是到了唐朝第十个皇帝唐德
宗时，他决定给二月安排一个节日，
一个全新的节日。

这个全新的节日并不是二月
二，而是二月初一。翻开《旧唐书·
德宗本纪》和《旧唐书·李泌传》，可
以找到唐德宗将二月初一定为节日
的经过。那是贞元五年，也就是公
元789年，唐德宗在朝会上宣布，要
在没有固定节日的二月设立一个固
定节日。宰相李泌建议，该节日不
妨定在二月初一，取名“中和节”。

次年（790年）二月初一，唐德
宗在长安城郊的曲江之畔赐宴群
臣，中和节正式开始。

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德宗硬安排出来的

宋人觉得二月初一不吉利，就改到二月二
中和节从唐朝传承到了宋朝，

却又在宋朝衍生出一个更新的节
日，宋朝人更加看重这个更新的节
日，这就是二月二。

在宋朝，中和节只是象征地过
一下，到了次日二月二就不一样
了，过得非常隆重。有多隆重呢？

《宋史·礼志》《宋会要辑稿》《梦粱
录》《武林旧事》等多种文献都有描
述：首先，地方高官和臣服于大宋
的各个藩国都要向皇帝进献“金银
挑菜器”；其次，后宫嫔妃集体去御
花园里“挑菜”，然后皇宫里会举办
一场规模宏大的“挑菜宴”；最后，
市民集体出城“挑菜”。

什么是“挑菜”呢？其实就是
挖野菜。什么是“金银挑菜器”
呢？就是用黄金和白银打造的小
铲子、小剪子、小刀子，这是群臣和
藩国献给嫔妃们的挖野菜工具。

举国上下之所以要在二月二
这天“挑菜”，主要是图个乐呵。大
伙都在屋里憋一个冬天了，好不容
易春暖花开，野菜青青，挖野菜等
于放风，吃野菜等于尝鲜。于是在
宋朝，二月二被称为“挑菜节”。

挖完野菜还要祭神。怎么祭
呢？用荠菜的嫩叶做菜吃，把不能

吃的荠菜梗烧成灰，撒到床底下，
撒到院子里，据说这样就能防止蚊
蝇滋生，防止蛇鼠猖獗，防止蜈蚣
和蝎子出来蜇人。

问题是，唐朝已经把二月初一
定为节日，宋朝人为何不在二月初
一挖野菜和赶毒虫，为何非要选择
二月初二呢？这又跟宋朝的历法
和星相学有关。宋朝不仅有阴历
（也就是今天说的“农历”），而且有
阳历（类似于通用的“公历”），前者
根据月亮圆缺周期推算，后者根据
太阳运行周期推算。在阴历中，宋
朝人特别讨厌“朔日”和“晦日”，也
就是农历每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
天。为啥？因为这两天不可能看
见月亮。用《宋史·天文志》的说
法：“是为阴胜阳，其变重，自古圣
人畏之。”阴气最重，胜过阳气，对
人不利，自古圣人都畏惧。二月初
一是什么日子？朔日。朔日阴气
重，所以不宜过节，所以改到二月
初二再庆祝。

那么问题又来了，正月初一也
是朔日，为啥可以在这天庆祝新年
呢？因为这是早在西汉就已经定
型的传统，历朝历代都这么庆祝，
宋朝不可能再改。

元朝人不太明白历法，把二月二跟龙抬头画等号

泉州中山路的大上海理发店，仍保留着古早的装修风格

龙舟雕刻精美的龙头（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