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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万里长城蜿蜒中国龙，
一条浩荡长江奔腾中国龙。
五十六个民族都是龙的传人，
龙腾四海国运兴放飞中国梦。

五千年的史册镌刻中国龙，
五千年的风云叱咤中国龙。
繁荣丝绸之路连着龙的故乡，
飞龙在天东方红共圆中国梦。

中国龙托起中国梦，
中国梦腾飞中国龙。
中国龙播撒吉祥开创伟业，
中国梦广施恩泽造福子孙。

中国龙托起中国梦，
中国梦腾飞中国龙。
中国龙开拓未来挺立傲骨，
中国梦唱响和谐拥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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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二月舞龙头，
燕雀低飞塞北游。
煦暖和风撩胜景，
柳舒丽影照晴柔。
耕牛遍地精神抖，
阔首犁田体态优。
又是一年播种季，
生机无限映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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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到仲春天渐暖，
龙头挺起欲扬威。
雷声惊动眠虫醒，
草色欣迎野鸟飞。
已是一年春好处，
还期百卉锦团堆。
江河涌浪呈新景，
丽日高悬照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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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绦牵着春风
如牵着一匹温驯的马
慢悠悠沿河看柳观景

柳眼惺忪
若大梦初醒
恹恹，听枝头
播青种绿的鸟鸣

杏苞腮红
款款，风摆绛紫裙
羞羞答答最撩人

惊蜇醒虫
蚂蚁初出门
头顶，两根天线探路径

阳坡草新
甜甜，陌上有歌声
踏青，一对手挽手的情人

阳雾氤氲
酥土吻脚深
只待轻鞭拂牛角
耕春，春耕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发展进
程中，为了寄托美好的愿望，想象出一种
神异动物——龙。

神话传说中的龙，能隐能现、能大能
小、能走能飞，能升九霄云外、能潜万丈
深渊；它变化多端，主宰着天上的云雨；
龙更是幸运、正义、兴旺、聪慧、祥瑞、威
严、权力等等精神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
族的图腾。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农村的
一个传统节日。“二月二、龙抬头”，是一
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民间俗语。那
么，为什么龙抬头要在“二月二”这个时
间节点而不是其它时候？二月二“龙抬
头”而又不是其它动物或神物呢？

其实这个问题既有传说中的神秘，又
有几千年农耕文化的积累与幻想。

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进
入农历二月，日照时间增长，天气明显回
暖，大地开始解冻，小草睁开朦胧的眼晴，
鸟儿唱响清脆的歌声。天地之间一下子
有了生机，人们的心情自觉不自觉地欢快
起来。春雨时不时光顾人间，偶尔还会听
到雷声。先民认为神龙是兴云布雨的，如
今有雷有雨，便是经过漫长严冬蛰伏后的

“龙抬头”。二月初正是“惊蛰”前后，龙是
百虫之首，冬眠的蛇蛙之类逐渐苏醒活跃
起来，这也是“龙抬头”的征兆。

二月初，春光明媚，和风煦煦，农民
开始下田劳动。所以有“二月二、龙抬
头，家家户户使耕牛”的谚语，这既有农
民劳动喜悦心情的表达，又有对风调雨
顺的向往，企盼“二月二、龙抬头，大仓
满、小仓流”的五谷丰登前景。

另外，龙抬头在二月二，这与中国人
喜欢数字重叠有关，比如三月三、五月
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都是民
间或大或小的传统节日。

二月二有吃面条的习俗。女主人揉
一块最好的白面，在台案上擀得薄薄切成
细细的面条，称之为“龙须面”。吃了龙须
面，体内自然有了力气。二月二煮猪头在
广大农村也很普遍，缘由是一个正月走亲
访友，只顾享用烹制好的食品。猪头一直
冻储在户外阴墙下的肉窖子里。进入二
月，年货基本吃完了，肉窖子解冻，借二月
二煮猪头祭祀天龙，一举多得。

二月二还有不缝针线不洗衣服的禁
忌，怕得是用针刺破龙眼、用剪刀伤了龙
身、浣洗弄坏龙皮。石碾是青龙的化身，
所以二月二也不得使用碾子加工粮食。

不少地方二月二举办社火活动，形
式与正月十五闹元宵相似：点旺火、放鞭
炮、踩高跷、扭秧歌、舞龙舞狮子。人们
也将“龙抬头”转化为个人希冀，在二月
二这天理发，谓之“剃龙头”，图得是吉祥
如意、兴旺发达。

二月二是过年的最后一个环节，过
完二月二，一个春节的活动就全部结束
了。那句“有心拜年过了二月二也不迟”
的说法，只是对办事迟缓拖拉的人一种
心理安慰而已。

人们崇拜神龙，目的在于借其伟大
力量祛邪、避灾、庇护、祈福。春天的第
一个雷声，不仅是自然界的惊蛰，也是每
个人心中的惊蛰。大家都要在这个初始
化的季节里，认准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追
求梦想的道路上奔赴辉煌。

俗语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是说在春
节之前，男人们都要剃发、刮须。通过这种讲
卫生的方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年的到
来。

上古时是没有“理发”一词的。《孝经·开宗
明义》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头发受之于父母，随意剃之是不孝
的表现。目的是告诫人们，为人要及时尽孝，
爱惜身体的每一部分，不能让它受损，否则就
会连累到父母，替你忧心。既然“身体发肤”都

“不能毁伤”，那头发自然也是不能剃的。古人
男女都留长发，也就有了束发的传统，只是盘
发的方式不同。传说伏羲时就已开始椎髻，不
再散发。于是，古人头顶有一个高高的发髻竖
起。如果把头发剪短或剃去就没办法束发了，
所以，古人以“垂髫”“束发”“总角”“豆蔻”“弱
冠”等词来指代年龄。

古时候的理发就是沐发与梳栉（梳理头
发）。男女梳栉都是用木梳和篦子。

《诗经·小雅·采绿》中有“予发曲局，薄言
归沫。”写女子采绿时，头发卷曲蓬松。想到
丈夫要回来了，马上回家沫栉洗梳。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寡君之使婢子侍
执巾栉，以固子也。”这说明古时贵族有专人为
其梳理头发。

汉朝时期出现了以修理头发为职业的工
匠。南北朝时期，男人化妆成为时尚，梁的贵
族子弟都理发剃面，出现了专职的梳头理发
的人叫“栉工”。加上平民百姓也要理发，为
平民的私家“栉工”随之产生。《颜氏家训·勉
学》就有南朝梁的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
傅粉施朱”的记载。将那时候的男生说成“花
样美男”并不为过。南宋都城杭州临安出现
了“净发社”，主要从事理发。人们用“镊工”

“待诏”来称呼之。那时，理发已成为人们的
日常琐事。《贵耳集》中就有“镊工为秦桧栉
发，事毕，秦桧现场给予镊工五千钱作为报
酬”的记述。宋周密的《武林旧事·社会》，记
载了当时的临安（杭州）有“净发（梳剃）社”。
宋洪迈在《夷坚志乙》卷十二《成都镊工》中也
有“政和初，成都有镊工，出行尘间，妻独居，
一髯髻道人来，求摘须毛，先与钱二百”的记
载。

“理发”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

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耜》中“其比为栉”一
句里说明：“栉，理发器也。”此时理发业已比
较发达，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后
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技艺，一个行业。宋代
时，私家理发业已形成了规模。当时的理发
匠不但有店铺，而且有了行会。

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社会活动增多，人们
便注重自己的形象，此时的理发师称“篦
头”。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记》中说：“剃工所
奉神曰罗祖，每赛会，剃工皆赴祠前。”旧时记
载理发业行规行语与隐语的《净发须知》，今
存于《永乐大典》中。

明末，努尔哈赤强势逆袭，锐不可挡。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女真八旗进关，明
朝大势已去。与汉人绾发盘髻不一样，女真
人只留头上铜币那么大一块头发，梳成的辫
子要通过铜币方空才算达标，官方称“金钱鼠
尾”。全国男子都剃成了满族的发型，华夏衣
冠尽毁。

为了达到长久统治，摧毁汉人的反叛心
理，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6月15日，摄政
王多尔衮施行“剃发令”，要求大清群众在十
日内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于是有了“留发不
留头，留头不留发”之政。那时起，专门有朝
廷的人挑着一幅剃头担子，担子上挂着一把
刀，不愿剃发就立即砍头。人们无奈，只好剃
掉前额顶上的头发。清顺治年间，第一个理
发店在奉天府建立，理发业由此得以空前发
展。理发师被称之为理发匠、剃头匠，也有了
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逐渐形成了规模，
出现了行会。

民国流行蓄短发，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可是一些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偷偷地将辫子
盘在头顶，再戴帽子予以遮掩，以示对清代旧
习俗的思念。

“二月二，龙抬头”是一个喜庆的节日。
这是东方青龙七宿的第一宿出现在地平线上
的日子，北方叫“青龙节”，南方叫“踏青节”。
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于
是人们就把理发的时间推到了这一天。这就
是“二月二”理发习俗的由来。

“龙抬头”的日子到了，让我们走进理发
店，理一个自己喜欢的发型，清清爽爽、容光
焕发、精神抖数地走向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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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过后，当南方的桃花待放，蛙鸣四
起，春天的宣言如此嘹亮之时，呼伦贝尔的春天似
乎还在沉睡中。其实，迎接春天的不只是节奏明
快的交响，还有如呼伦贝尔的春天一般宁静的诗
篇，缓慢而深沉。这里的春天，是大地的苏醒，是
万物的重生。

呼伦贝尔的春潮在涌动，涌向何处？让春风
告诉你。它早已摸准这片天地的脉搏，既可以无
声无息地沉浸在明亮的阳光里，也可以惊涛骇浪
地迸发出向往和激情。于是，带着寒冷而又清新
的气息，春风开始在草原上吹拂。它细致地摩挲
着雪原的一切，此时的大地开始变得柔软，仿佛一
曲悠扬的蒙古族长调，诉说着冬去春来的故事。

走在草原上，你会感觉春风正在奔跑。它从
这群牛羊跃到那群牛羊，从这片树林穿梭到那片
树林，它的脚步轻盈而有力，仿佛在催促着大地的
一切醒来。春风是一位慈祥的额吉，慢慢地摇醒
在冬季沉睡的、被冰雪覆盖的生命，在春风的轻抚
下，万物慢慢舒展。春风也是一位诗人，吟唱着关
于生命和希望的诗篇。它拂过冰面，冰冻的河水
便在内心涌动起暖流；它掠过枝头，鸟儿的歌唱便
愈发的清脆；它拂过牛羊，牛羊挂着细白霜花的两
颊便渐渐潮湿，一个冬天的沉寂终于攒够了，这风
撞开了春天。

呼伦贝尔的春潮在涌动，涌向何处？让羔羊
告诉你。春天不仅是草木的觉醒，也是陈巴尔虎

草原母羊产羔的季节。此时，初春的潮水在澎湃，
涌向草原的每一个角落，与新生的生命交织。

当春光初照，咸涩的血水与新生的生命同
在。母羊们，那些温顺而又坚韧的生命，在春天的
召唤下，开始了它们的使命。它们不再仅仅是草
原上的风景，更是春天的使者、生命的源泉。它们
的眼中忽闪着乌亮的光，在大地的怀抱中奋力挣
扎。不仅是因为痛苦，更是为了那份执着的新
生。羊羔在它的腹中骚动，那股生命的力量即将
喷涌而出。混杂着咸涩的血液、馨香的干草和温
热的羊水，一个新的生命跌撞着来到这个世界。
那一刻，母羊“咩咩”的叫唤着自己的孩子，洁白的
乳汁倾洒在羔羊身上时，浑浊的羊叫声和老额吉
沙哑悠长的《劝奶歌》便在草原的上空久久回荡，
仿佛在为这新生的生命祈福。呼伦贝尔的春天，
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变换，更是生命的轮回。

呼伦贝尔的春潮在涌动，涌向何处？让杜鹃
花告诉你。不同于南方的春天，这里没有繁华的
桃花和纷飞的樱花，只有春寒里的逆行者——杜
鹃。在扎兰屯杜鹃坡上，匍匐了一整个冬天的杜
鹃干枝在萌动。在满山的草木蛰伏时，这些处在
料峭山坡间，甚至长在裸露褐石上的杜鹃，早已将
冬季里悄然积累的力量，一点点一茸茸从枝干中
探出，那是它们通往春天的路径。躺倒在雪地里
的杜鹃，其根系深深地向下延展，一根连着十根，
十根连着百根，连绵起伏。于是，它们静静地沿着

一个方向铺排着绿意，绿的那头，是高高厚厚的冻
土，只等着末春暖阳的一声口哨，就火一样热烈地
涌出铺天盖地灿如玛瑙的花海。

呼伦贝尔的春天，常常伴随着春雪而来，雪与
花相遇，春与雪相拥，花开花落。杜鹃花开，有“嫣
然一笑领春风”的得意；杜鹃花落，有“宇内群芳孰
敢春”的气势。其实，无论人生一世，还是草木一
秋，都有生命的尊严。一株株近乎匍匐的矮小杜
鹃灌木，也可以在春天的阳光下耸立成一座瑰丽
的山，只要不放弃希望，每个生命都可以在这个春
天里有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呼伦贝尔的春潮在涌动，涌向何处？让太平
鸟告诉你。作为春天吉祥和太平的舞者，这些小
精灵早已跃跃欲试。在草木葳蕤的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枝头的太平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鸟如其名。太平鸟，学名朱缘蜡翅鸟，又称吉
祥鸟，这名字仿佛已经预示了它的一生都将与吉
祥和美好紧密相连。它头顶的羽毛有一撮艳丽玫
红，与尾羽末端的点点玫红相互呼应，宛如一团燃
烧的火焰，又如一朵盛开的小红花。那种红，是春
天的颜色，也是生命的勋章。作为春天的舞者，尽
管没有大长腿，太平鸟却习惯凌空扎猛子，在湛蓝
的天空和银白的雪地里，画出一道道鲜艳优美的
弧线。优美的舞姿配上欢快的鸣叫，为乡野村庄
带来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也为春天里的每一个人
带来一份又一份的感动。太平鸟是这片土地上美

好的象征，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在麦浪翻滚的时
候，在白雪皑皑的时候，总有它们小唢呐一般的鸣
叫。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太平鸟，祈愿着自
己和家人一生平安。

呼伦贝尔的春潮在涌动，涌向何处？让呼伦
贝尔人滚烫的心告诉你。2024年的春天对于所有
呼伦贝尔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更是一个梦
想，如此的意义非凡。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让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呼伦贝尔人，都
为这场盛会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从场馆的建设到
赛事的组织，从服务的保障到城市的提升，每一个
细节都凝聚了他们的汗水与努力。这其中，还有
很多身在呼伦贝尔的异乡人，为了这场盛会，在这
个春天，他们笃定的选择留下来，留在呼伦贝尔，
投入那隆隆的辞旧迎新和辉煌的八方相聚。朴素
至美、充满希望的春天，从来不是大自然单方面的
杰作，气象、水土、物候的造化，融合人们耕耘、种
植、劳作的辛劳，美美与共，才构筑成呼伦贝尔别
样春天瑰丽雄奇的画面，永葆天人合一的生机和
蓬勃。

呼伦贝尔的春天，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希
望、关于梦想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季节
更迭，更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盛大庆典。每
一个生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珍惜、去
热爱这个春天，值得被深深地铭记和珍藏。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
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
行。”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一首
诗，诗的题目就叫《二月二日》。农历二
月二日，也称“龙抬头”，俗称青龙节，是
从古代流传至今的一个传统节日。

“龙抬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龙
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每年的农历二月初
二，北方的农村乡间都按习俗去过节，内容
丰富、讲究多，快乐有趣。“二月二，龙抬头；
大仓满，小仓流”，这是乡间广泛流传着的
民谚。到了二月二这天，有的人家在院子
里用灶灰撒成一个个大圆圈，将五谷杂粮
放于中间，称作“打囤”或“填仓”，预祝当年
五谷丰登，仓囤盈满。撒下的粮食很快就
成了家里散养的鸡群的美餐。

在乡间，二月初二有迎钱龙、剃龙头
的习俗。迎钱龙是二月二这天的早晨，村
里的人们一早起床，把一些铜钱放在担水
桶和水篼里，再将一段红线绳两端系上铜
钱，缠挂在担水桶的口上，从水井担回当
日第一担水，并在门外与家人答话应和:咱
家迎来了钱龙啦！进屋后把桶内的水与
铜钱一并倒进水缸里，以示喜庆与吉祥。

剃龙头的讲究，是“二月二剃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取鸿运当头、福星高
照之意。正月里不许理发(传说正月理发
死舅舅)，熬到了“二月二”，终于可以“龙
抬头”了。每逢二月二这天，家家理发店
都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里，乡间和以前
一样也是讲究吃喝的，因为人们相信“龙威

大发”，所以这一天的饮食多以龙为名。吃
春饼名称“吃龙鳞”，吃面条名曰“扶龙须”，
吃米饭是“吃龙子”，吃馄饨为“吃龙眼”，而
吃饺子则叫“吃龙耳”。二月二这天大多数
农家都吃“鼓撅”(手搓面条)，俗称“顶门
棍”。为什么吃“鼓撅”？有人说，吃了“顶
门棍”，把门顶住，邪祟不入，一年太平。有
人说，过春节大家都吃闷了、玩昏了，吃一
顿“鼓撅”顶灵性，就开始干活过日子了。
也有在二月二这天吃搅团的，说是给龙糊
鳞整甲，使龙抖擞精神升天降雨。

乡间相传，二月二这天还要吃炒豆
子，叫咬蝇头。吃的豆子越多，春夏秋间
的蚊子、苍蝇及其他对人和粮食有害的
小虫子就会越少。

二月二，也是一个企盼学业有成的日
子。过去私塾先生多在这一天收学生，谓
之“占鳌头”。学生们挂在嘴上的童谣是:

“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过去民俗，过了二月二，整个“过年”

才算结束。当二月二放响了年节最后一
次炮仗后，乡间人们在这天也将年画摘
下收藏起来，俗话说:年画贴到二月三，生
下的闺女没人沾(意为闺女没人娶，找不
到婆家)。到了今天，许多节庆的民俗仪
规已经不在，有些禁忌也早没人遵守
了。我每年都在家乡过二月二，留恋那
片土地和亲情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