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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传统
食品。我们经常吃的大多是白面
饺子，而在大同地区，还有一种颇
具 特 色 的 玻 璃 饺 子 ，也 叫 水 晶 饺
子，因饺子皮呈半透明而得名。过
去，玻璃饺子是大同人民过年过节
或招待稀罕客人的美食。

制 作 玻 璃 饺 子 的 食 材 很 普
通 ，但 却 成 就 了 风 味 独 特 的 美
食 。 据 当 地 老 人 讲 ，玻 璃 饺 子 的
馅 有 好 几 种 ，最 具 特 色 的 是 羊 肉
胡 萝 卜 馅 。 如 果 不 吃 肉 ，还 可 以
做炒鸡蛋加地皮菜的素馅玻璃饺
子，别有一番风味。

玻璃饺子的做法是，先将土豆
煮熟，去皮，挤压成泥，再加入土豆
淀粉，搅拌在一起，揉成面团。然
后，将面团搓成长条，揪成小剂子，
擀成饺子皮，将拌好的馅放入，捏
成饺子。与普通饺子不同的是，玻
璃饺子需要上锅蒸熟。蒸熟后的
饺子，皮如玻璃一样晶莹剔透，隐
约 可 见 里 面 的 各 种 馅 料 ，或 黄 或
绿，或红或白，非常漂亮。吃的时
候，配上醋、辣椒，或是蒜泥，十分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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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晋 阳 的 李 克 用 屡 屡 失
误，而在汴州的朱温的势力却
壮大起来，他首先想到要吞并
河东，解决对他取代李唐称帝
威胁最大的李克用。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春
夏之间，朱温派大将氏叔琮等
聚合黄河南北各镇大军，分六
路由东北南三面气势汹汹逼
近晋阳。因来势太猛，一路上
潞州、沁州等地的守将投降的
投降，逃跑的逃跑，几乎没什
么抵抗，汴军就经洞涡驿到达
晋阳城下，许多支队伍烽火相
应，煞是厉害。这样一来，晋
阳城中大为恐慌，李克用也着
了急，亲自登城守御，饭也顾
不上吃，眼看着晋阳城危如累
卵。谁料老天帮了李克用的
忙，阴云四合，下起了大雨，这
雨一连下了十几天，泡在大雨
中 的 汴 军 水 土 不 服 ，肚 子 坏
了，痢疾传染开来，兵士们浑
身 软 得 一 点 战 斗 力 也 没 有 。
见此情况，李克用派义子李嗣
源等将领，不定时地带兵突出
城来，在汴军的薄弱处杀上一
阵。连阴雨天气，粮食无法运
到，汴军又病又饿，人人叫苦
连 天 ，看 着 实 在 是 撑 不 下 去
了，氏叔琮只好下令撤军。李
克用的部队又从背后追上来
大杀一阵，朱温召集起来的各
路人马匆匆逃离山西。

朱温打了败仗，更认为李
克用非除掉不可。他整顿一
番后，于第二年正月，又派出氏叔琮及自己的侄儿朱
友宁，率兵十万由晋南长驱北上进攻晋阳。李克用
赶紧派李存信带兵阻挡，在清源就遇上了汴军。李
存信一触即溃，带着败兵逃回了晋阳城。汴军趁势
而来，把大营扎在晋祠一带，集中力量攻晋阳西门。
氏叔琮这次来见朗日晴空，晋阳好像就在掌握之中，
心情格外好，就风雅起来，脱去铠甲，每次攻城都穿
着宽大的拖着长带子的衣服临阵指挥，以表示自己
很悠闲地就能把晋阳拿下来。

城中的李克用每天都上城防御，知道老天不再
帮忙，不会有上次的侥幸，看起来晋阳是保不住了，
于是回府召集诸将军，商议放弃晋阳，往北退保大
同。义子和大将们之间就此事出现了分歧，李嗣源、
李嗣昭、周德威等主张固守，并认为李克用不应说这
种动摇军心的话。而李存信主张北退，说：“朱温这
次来者不善，人家地盘大兵力多，我们就这么小的地
方，固守着一座孤城，我看日子一长就飞也飞不走
了，这是坐以待毙，还是赶快撤到雁北，以后再慢慢
想办法打回来。”双方争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李
克用一时不知该听谁的。

正犹豫的时候，忽听帘钩响处，屏后走出刘夫人
来，刘夫人指着李存信的鼻子说道：“你不过是一个
在野地里牧羊放马的野小子，有什么见识，还不闭
嘴。”平常李存信很怕这位义母，比对义父还怕，挨了
骂就更吓得不敢说话了。刘氏转身对丈夫说：“我们
原来就在大北方，朝不保夕，黄巢造反时，多亏朝廷
起用，我们才得以到了晋阳。现在形势太复杂，前脚
出门，后脚就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怕我们还没有到
塞外就全军覆没，生命不保了。更何况即使去了那
荒凉偏远的地方，我们还会有再度振兴的可能吗？”
李克用听得直点头，下了固守的决心。

果然没几天，情况发生了逆转，朱温的另一个死
对头、割据长安以西地区的歧王李茂贞闹起事来，扬
言要讨伐朱温。朱温着了急，怕李茂贞进攻河南，抄
了自己的老窝，赶紧把围晋阳的侄子朱友宁的部队
拉到陕西去对付李茂贞。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当时
任忻州刺史，也带兵来支援兄长。这李克宁一到晋
阳就斩钉截铁地对诸将军说：“这晋阳城就是我李克
宁战死的地方。”见他决心死守，人心一下子就稳住
了，李嗣源等人的斗志都被激发了起来。而此时，留
下的汴军中又发生了瘟疫，一下子传染开了，李嗣源
等大将便带兵出城反攻。氏叔琮见势不妙，再次撤
退。李嗣源、周德威的人马追了上来，到了石会关，
氏叔琮在一个高岗上插上旗帜，留了几匹马，晋军远
远地看见，以为有埋伏，就不追了，顺利把汴军占领
的晋南慈、汾、隰三州收复回来。

这两次围攻晋阳，汴军虽没逮到什么便宜，但李
克用也损失不少，好几年不敢主动与朱温争锋。

浩瀚大漠的晋商传奇
黄 聪

农历二月初二是传统的“龙头节”，民间有“二月二，龙
抬头”的说法，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关于“二月二”的民俗
已在我国流传了两千余年，追根溯源，与古晋阳地区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考，“二月二”之所以称为“龙抬头”，应与古代天象
有关。古代天文学家根据日月五星的运转轨迹，把天空划
分为 28天宿，以此来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和位置。其中又
把 28 天宿分为 4 个大区：东方苍龙包括角、亢、氐、房、心、
尾、箕七宿，西方白虎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
方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北方玄武包括
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的“角
宿”指的就是龙角。在二月初二这一天，东方地平线上升
起了龙角星，所以称之为“龙抬头”。

巧合的是，在晋源地区曾广为流传着一个说法，相传
公元前 180年二月初二这天，正是代王刘恒离开代地晋阳，
前往长安继位大统的黄道吉日。当地百姓为了送别代王
刘恒登基成龙，便大闹社火、放烟花，这便形成了“二月二
龙抬头”的民俗活动，二月初二也成为一个民俗节日。虽

然《汉书》《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为二月二登程，但从时间推
断，可有类同记载。《汉书》《史记》中云：三月，有司请立皇
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
氏。”“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
欢，乃循从代来功臣。”由此可知，三月是“初即位”，那就很
可能是二月离开晋阳的了。另据有关史料记载，周勃、陈
平等人平定诸吕叛乱是在正月十五，而后决定迎请代王刘
恒到长安继承皇位。从时间角度考虑，半月之后的二月初
二离代赴京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晋源民间关于“二月
二”的传说也就有了可信之处。

另据史籍记载：刘恒七岁被父皇汉高祖刘邦封为代国
的诸侯王。他在晋阳代王府蛰伏了 17 年后，23 岁时才回
到西汉首府长安。他在治代期间一直驻守在晋阳，避害趋
利，养精蓄锐，守护了西汉边防。晋阳作为与游牧民族的
前沿阵地，可谓固若金汤。同时，他在治代期间，实行“轻
徭薄赋，休养生息”，使代地农耕生产得以发展，老百姓基
本上能够丰衣足食，而在此基础上又应运而生了手工业，
如酿酒、酿醋等，以及简单的铸造、冶炼、农具制造等。这
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刘恒十分拥戴。那么，

当代王刘恒要赴长安继位时，代地百姓自然会依依不舍，
以礼相送了，而闹社火、放烟花当在情理之中。这就为“二
月二”民俗节日的形成提供了原始的根据。

另据《太原县志》记载，自明清以来，每当“二月二龙抬
头”的这一天，太原古县城要在县城南街燃放焰火。人们
在这里聚集，求雨时反复念着：“代王爷！代王爷！下得雨
来吧！”可见代王已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晋阳大地民风
淳朴，人们用知恩、感恩的心情来纪念二月初二代王离开
的日子。这便是“二月二”民俗的来历。

几千年来，太原古县城二月二闹红火祭龙活动一直延
绵不断，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 ：“不过二月二，不算过完
年。”二月初二一般处在惊蛰前后，过了这一天，意味着大
地复苏，万物萌动，一年的农业生产就要拉开序幕了。

二 月 二 习 俗 杂 谈
王春生

下棋是智力的角逐、思维的较量。在晋北地区，
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游戏叫“虎羊棋”，因其简单易学又
变化多样，广受群众欢迎。

据传，虎羊棋是北魏大臣于烈发明的民间棋类游
戏“狼吃羊”的一种，与藏棋中的双王棋近似，流传于
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由于棋盘可用石子在土
地上随手画出，棋子中的“虎”和“羊”可以用树枝或石
子代替，故随时随地都可以摆棋对弈。

游戏共有 26 个棋子，其中“虎”棋子有两颗，“羊”
棋子有 24 颗，初始阵容只摆放两颗“虎”棋子和 8 颗

“羊”棋子。游戏规则是“虎”跨过“羊”沿直线走到第
三个点，尽可能把更多的“羊”吃掉，若第三个点被占，

“虎”无法吃“羊”和前进；“羊”则要想方设法不被吃，
同时围困“虎”。游戏时，“羊”会不断补充进来，当

“羊”被吃到剩 10颗棋子时，“虎”胜；“虎”被“羊”围得
无路可走时，“羊”胜。

虎羊棋规则简单，但非常考验双方的观察力。闲暇
时，与家人或朋友摆上棋阵对弈，有益身心，趣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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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中市灵石县夏门村汾河水畔，有一处奇特的民
居建筑群，它整体镶嵌在悬崖之上，气势雄伟、构思巧
妙，毫不违和地融入自然环境中，让人叹为观止。这就
是由当地四大家族之一的梁氏家族所建的“夏门古堡”，
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夏门村位于长治、吕梁、临汾三市的接壤地带，其来
历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所谓“夏门”，意指夏禹打开
石门之处。传说古时太原盆地是一片湖泊，常有水涝灾
害，夏禹带领先民开山凿石将汾水导入黄河，开山之处

“灵石口”便是今夏门村所在地。山西民谚“打开灵石
口，空出晋阳湖”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后人为了表达对
夏禹治水功绩的纪念和感激之情，特将村名改为夏门
村。这座古村坐落在背山面水、地势较为平坦的河谷地
上，险要独特的地理位置、富于变幻的山水景观，造就了
极佳的人居环境。

夏门古堡建在村西秦王岭的龙头岗上，自汾河北
岸，依山就势，顺坡而上，密密匝匝地布满整个龙头岗。
建筑整体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前对峭壁以为
屏,后倚峻岭以为靠，下临汾水以为险，底坐磐石以为
基，既具有北方民居高大雄浑之气势，又有南国园林玲
珑秀雅之风韵,是一处不可多得的理想宅第。

夏门古堡始建于明朝万历中期，历经几百年风霜，
街巷、院落、堡墙、堡门虽然有部分被人为拆毁或受自然
侵蚀，但原有格局始终没有改变。现有保存完好的院落
6 组共 60 余座，窑洞、传统民居千余间。主要院落群有
大夫第、御史府、知府院、深秀宅、后堡门外院落、道台
院、百尺楼等。另有梁氏宗祠——惇叙祠堂、西祠堂及
其他家庙、祭祖堂，以及关驿、逆旅（旅 馆）、老字号店
铺、私塾、牌坊、关帝庙、土地祠、河神庙等遗址。这些具
有地方特色的古建筑,集中反映了明、清两代布局严谨、

气势雄伟、层楼迭阁、错落有致、工艺精湛、功能齐全的
建筑风格与水平。

修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百尺楼以峭壁为屏，以峻岭
为靠，以汾河为险 ,以磐石为基，共有四层，二层为三
孔 窑 ，三 层 为 四 孔 窑 ，四 层 为 云 厅 。 楼 长 15 米 、宽 4

米、高 40 米，故称“尺楼”。楼的下部为砖石结构，上
部为砖木结构，奇特而雄伟。每逢春日，登临百尺楼
远 眺 ，艳 阳 高 照 ，万 道 霞 光 ；俯 视 汾 河 ，波 涛 滚 滚 ，汹
涌奔流；汾河两岸，田园阡陌，杨柳婆娑，一派生机勃
勃、草长莺飞、春和景明的景象 ,这就是灵石古八景之
一的“夏门春晓”。如今，清嘉庆年间任灵石知县的王
志融题书的“夏门春晓”摩崖，仍完好保存在楼北石壁
之中。

夏门古堡至今尚有保存完好的传统街巷 9 条。其
中东西走向的街 3 条（东街、中街、西街），道 1 条（后堡
道），巷 5 条（大 夫 巷 、御 史 巷 、堡 九 巷 、梁 家 巷 、天 九
巷）。各条街、道、巷连通各个院落，并与暗道相连，方便
交通和藏匿，兼具排水之功能，成为夏门古村落传统街
巷空间的一大特色。

夏门的兴盛，与梁氏家族的发迹有着密切关系。梁
氏家族仕宦传家，明、清两朝族中先后有 185 人在朝为
官，成为当地历史上显赫的名门望族。在梁氏家族中，
曾有一位名动京晋、清史留名的铁面御史梁中靖。清道
光四年（1824），山西省榆次县发生了一起官官相护、行
贿受贿、逼死人命的“赵二姑案”。一向铁面无私、受到
百姓称颂的梁中靖通过明察暗访，冲破层层阻力，上疏
弹劾，最终经刑部提解京审，真相大白，沉冤得雪，轰动
朝野，成为清代名案之一。

夏门古堡见证了历史，堪称北方汉民族城堡式民居
建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夏门梁氏古堡
邓京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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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风味的玻璃饺子

内 蒙 古 腾 格 里 沙 漠 中 的 紫 泥 湖 是 阿 拉 善 商 业 的 发
源 地 ，曾 经 多 家 行 号 并 立 。 据 史 料 记 载 ，清 康 熙 年 间 ，
清 廷 逐 步 放 开 了 对 旅 蒙 商 的 贸 易 禁 令 ，晋 商 首 先 看 到
了 商 机 。 一 批 平 遥 籍 行 商 走 出 雁 门 关 ，翻 过 贺 兰 山 ，来
到 阿 拉 善 草 原 。 他 们 肩 挑 货 郎 担 ，背 负 货 物 包 ，在 沙 漠
戈 壁 里 走 家 串 户 ，深 受 牧 民 的 欢 迎 。 阿 拉 善 旗 地 域 辽
阔、民风淳朴，蒙古族人民诚实豪爽、敦厚好客，具备较
好 的 行 商 条 件 ，晋 商 大 胆 放 手 经 营 ，从 而 诞 生 了“ 祥 泰
隆 ”这 一 延 续 二 百 五 十 多 年 的 古 老 商 号 。 祥 泰 隆 在 平
遥 县 西 赵 村 董 氏 家 族 的 经 营 下 ，创 造 了 蒙 西 商 业 发 展
的辉煌。

阿拉善有句俗语：“先有的祥泰隆，后有的定远营。”
这么说是有些道理的。清雍正九年（1731），阿拉善和硕
特旗额肯衙门由紫泥湖迁至定远营，紫泥湖不再是阿拉
善地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各个商号陆续迁往定远营，
其中祥泰隆、永盛合、兴泰隆、万泰永、兴泰合等资本较
大，形成新的商业中枢。祥泰隆商号建在定远营南门外
中轴上，位于一道河沟与二道河沟之间，是定远营人口密
集之处。

董氏家族收购祥泰隆时，正是晋商发展的辉煌时期。
平遥票号的产生，铁路、电报、邮政等的出现，使商业流通
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祥泰隆随此大潮，从资本规模、经营
项目、分号开设等各方面，一直不断滚动发展。

祥泰隆由起步到走向辉煌，得益于晋商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非常重视商德。在经营实践中，重信义、贵忠诚，把
重商立业、以德取财作为立身之本；坚持信誉高于一切，宁
肯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之事，同行一经成为“相与”
（结交同行中的朋友），就同舟共济，善始善终；视客户为衣
食父母，用周到的服务和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去满足牧民
的生产生活需要，并以可靠的质量赢得客户的信赖；入乡
问俗，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实践中选贤任能，不分门户，不
徇私情，并用人身顶股的做法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积
极性；用严格的号规和明确的分工规范股东、经理和员工
的行为，并严格执行，赏罚分明。

每到春季，各分号的伙计开始出动，将牧民需要的商
品装驮在驼背上，在大漠深处走家串户，送货上门。伙计
们都是讨生活的学徒出身，精通蒙语，能说会道，熟悉蒙乡
习俗，对所有承销范围内的牧民了如指掌，可随意出入牧
民家中。春季是牧民们较为贫困的时候，伙计将携带的货
物展开任其挑选，再将牧民需要的东西记下代购，下次带
来。牧民有钱最好，没钱也无妨，伙计只需记个账，待秋冬
季节再去收取膘肥体壮的牲畜或畜产品抵赊欠。他们携
带的商品多而且杂，上至布匹绸缎，下至茶叶葱蒜，无所不
包。每到节庆时节，比如“那达慕”大会或八大寺庙的庙
会，祥泰隆不论总号或分号，都免费为参加盛会路过的牧
民提供食宿，按照蒙古族的礼节和习俗热情款待，炒米奶

茶羊背子，好烟好酒好招待。遇有较大的顾主，更是待若
上宾。牧民返回时购物，打开库房让其任意挑选，一般不
收现金，只需记下所购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以便秋后
上门结算。

为了能在定远营长期立足扎根，祥泰隆十分注意“入
乡随俗，走府地随府礼”，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密
切同当地各方的关系。

有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地方政府支持，有良好的群众
基础，祥泰隆商号逐渐成为阿拉善旗经济流通的主宰者。
阿拉善地区牧民日用必须品，粮食、茶、酒、烟、粮、布匹的
全部消费中，70%来自祥泰隆。反过来说，消费市场也主
宰着祥泰隆的经济命脉，彼此休戚相关。阿拉善旗地处荒
漠，气候干燥，植被稀疏，十年九旱，极易致灾。每逢大灾
之年，祥泰隆在救灾保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20 年，阿
拉善旗大旱成灾，大量牲畜死亡，牧民严重缺粮。祥泰隆
竭尽全力，从全国各地购运黄米、小麦等五千余石，借给牧
民群众，帮助牧民渡过难关。此举不但保护了自身赖以生
存的消费市场，还进一步赢得了民心。直到现在，还有老
人讲述当年祥泰隆的“恩德”。

虽然后来祥泰隆逐步衰败，但阿拉善当地人对其经
营 理 念 、在 商 业 发 展 史 中 的 突 出 地 位 有 着 独 到 的 理 解 ，
认 为 祥 泰 隆 是 前 人 留 下 的 一 块 不 可 多 得 的 沉 甸 甸 的 金
字招牌。

临崖而建的百尺楼

虎羊棋棋盘

二月二的习俗相沿千余年，其内涵不断延伸。
二月二最早记载于《唐六典》中，与唐代皇家的宝尺有

着直接的关系。唐代的礼官，负责提供国家祭祀用的玉
器 ，在 岁 时 节 日 还 要 提 供 制 作 精 美 的 器 物 ，以 供 皇 帝 玩
赏。其中二月二“吉祥重日”须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
皇帝会将这些尺子赐给大臣，张九龄、白居易就曾得到过
赏赐的宝尺。二月二赐尺，寓意为人臣者当遵纪守法、秉
公办事，同时对受赐者来说也是一种荣耀。

二月二的民俗与龙联系在一起是元代。元代《析津
志》中说：“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
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
惊了龙眼睛。”但从古代天文学的角度上讲，农历二月初以
后，黄昏时 28 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中，恰似
龙角的角宿（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这时七宿组
成的整个龙形的身子还隐没在地平线以下，只是角宿初
露，故称“龙抬头”。

在太原古县城南关的龙天庙中，正殿所祀主神是龙潜晋
阳 17年的汉文帝刘恒。每逢二月二龙抬头之日，太原古县
城南街村民及临近村的村民，便要自发地前来祭祀。届时，
恰逢庙会，龙天庙戏楼上唱戏，城中东、南、西、北四道街（四

个村）的铁棍（抬阁）、龙灯、高跷、秧歌等社火表演队，在八
音、鼓镲乐的伴奏下，皆要穿街到龙天庙专场表演，这给本
来就热闹拥挤的场面，更增添了民俗文化展演的浓浓色彩。
高潮迭起的是二月二夜晚，从县城十字街始，沿整条南街，
穿越“进贤”南城门，直达南关宝华阁、龙天庙近千米的线路
上，依次盛放各种焰火，高低搭配、响天聩耳、五彩缤纷，承
载着农耕时代村民欢庆丰收的喜悦和期盼年年五谷丰稔、风
调雨顺的愿景。

二月二又称为“春龙节”，此时入蛰地下冬眠的蝎子、
蜈蚣等百虫，随着春天的到来、地温的回升逐渐苏醒，正
应当地谚语“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旧时，
每到二月二前夜，母亲总会悉心吩咐孩子，明天一早一定
要记住，不能说“起”字，只用“到时候了”或用胳膊肘推的
方式等叫醒熟睡中的兄弟姊妹，恐怕惊起众害虫。由此，
二月二这天，乡村人家还一直沿袭着用大红纸剪贴“剪刀
剪蜈蚣或蝎子”窗花的习俗，表现人们除害虫、保安康的
美好心愿。旧俗，新入学儿童在二月二这天由教书先生
和家长带领，到太原古县城东街文庙大成殿，拜孔子像，
行读书人四礼（开 笔 礼 、进 阶 礼 、感 恩 礼 、状 元 礼）中人生
的第一次大礼——开笔礼。仪式中教书先生要讲授人生

最基本的道理，并赠学童文房四宝等，嘱其学有所成。
二月二这天，晋源乡村同其他地方一样，家家户户要祭

神祀祖，祈盼五谷丰登、家人吉祥。如家中没有属龙的，烧
吃葱花烙饼是不可少的，美其名曰“扒龙皮”“吃龙鳞”，使龙
抬头、换新装飞升天际，行云布雨、滋润万物。若家庭成员
中有属龙的，那就改吃扁食，叫吃“龙耳”；或吃擀面条，叫食

“龙须”。传言，苍龙在这一天，要抬头观望天下，家中妇女
和裁缝铺忌做针线活，害怕刺伤龙的眼睛。而村民们一直以
来都认为“龙抬头”是吉祥如意的好日子，二月二也是天地
交感、天人相通的“重日”，借此“剃龙头”（理发），以去除以
往的晦气，迎接一年的兴旺。斯日，大小理发店里，人们排
队理发、刮脸，成为一种古往今来的风俗。

二月二预示年已到尾声。“龙抬头”“龙升天”后，带着
风调雨顺、五谷丰稔的期盼，春耕、夏管、秋收、冬藏的辛勤
劳作周而复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