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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响，万物长。”第一次听说“惊蛰”，是因为一阵春
雷。清晨，雷声滚滚，我缩在被窝里不敢动弹，姐姐在一旁咯
咯直笑。母亲走了过来，拍拍我的头，“别怕，今儿是惊蛰。
雷神是在敲鼓，想叫醒大家去劳作呢。”母亲说，雷神鸟嘴人
身，长了一对翅膀，一手持锤，一手连击周身的天鼓。万物在
雷声里苏醒，感知春的温暖。

听完雷神的故事，雷声也停了，屋外竟没有下雨。我翻
身起床，吃完早饭就和姐姐出门找“温暖”了。

乌云还未散尽，正一团一团簇拥着，慢慢往回走。我仰
着头，想看雷神是否真的藏在云间，姐姐却跑远了。她停在
村口的树桩子前，冲我大喊：“快看啊，树都醒了！”枯树桩子
怎么会醒呢？我走近看时，姐姐说的是对的。

这是一棵上了年纪的树，粗壮得很。几年前遭了雷劈，
枝干都被村里人分了当柴烧，剩下的桩子就成了孩子们的聚
集地。我分明看见，一粒嫩芽从那枯朽之中冒了出来，像一
只羞怯的小蜻蜓。姐姐说了一句深奥的话，“惊蛰，是生命的
觉醒，是希望的开始。”我猜她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不然我怎
么又听不明白了呢？

“喳喳喳”，一群喜鹊飞过来，瞬间带起一阵阵清新的
风。“哗哗哗”，村口的小溪也应和喜鹊的欢歌，潺潺流淌。云
层渐渐散开了，一张蓝色的天篷从缝隙中露出来。阳光斜照
在水面，闪着点点金光。

隔壁婶子已经在水渠边洗衣服了。我问婶子，“水冷不
冷？”婶子笑眯眯地说：“一点儿都不冷。春天了，水温温的，
舒服着呢！”

顺着小水渠逆流而上，便是我们家田地了。父亲和母亲
正在锄地，土块儿一碰到锄头就碎了，它也被春风吹醒了，酥
酥的，软软的。几只小雀儿在田间轻盈地跳跃着，见我走过
来，猛地张开翅膀飞走了。

晴朗的蓝天已铺展开来，父母的脸上沁出了汗珠，却一
直盈着笑意。姐姐说，那是因为，父母今天翻开的土地，叫作

“希望”。
我想起姐姐教我的那句话，颇为正经地将手背在身后，

压着嗓子大声说道：“硕果飘香的日子就要接踵而至了！”父
母笑了，姐姐笑了，我也笑了，全家人都在春天里笑了。

如今，我已离开村子多年，但每逢惊蛰，总会想起那个村
子，想起“惊蛰，是生命的觉醒，是希望的开始。”

生命的觉醒
王芝

惊蛰，又名“启蛰”，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3个节气。一雷惊蛰始，
微雨众卉新。惊蛰一过，春回大地；
春雷一响，万物翻新。桃始华，仓庚
鸣，春耕始。

惊蛰，是唤醒春天的诗。这时
的天地，宛如神秘的曼妙女子，如
风如幻月，若即若离花。古人的笔
触被惊蛰濡湿，勾勒出呢喃细语，
石破天惊。不妨跨越千载时光，共
乘诗词迎春归。

【寒意未销，春愁一两缕】
春愁一段来无影。著人似醉

昏难醒。烟雨湿阑干。杏花惊蛰
寒。唾壶敲欲破。绝叫凭谁和。
今夜欠添衣。那人知不知。

——《菩萨蛮·春雨》宋·萧汉杰
惊蛰时节，烟雨飘渺，气温仍

未回暖。这时的春天，有细雨润花
的阴柔。滴落在湖中的涟漪，是她
轻轻皱起的眉头。烟雨中，氤氲着
未褪去的寒冷，有些许不近人情。
春愁无端起，万千思绪交织朦胧的
词语，花瓣渐开，吐露脉脉柔情。

“今夜欠添衣，那人知不知。”
那个心爱的人，是否感受了寒冷，
有无添一件衣裳？恍若隐于轻雾
中，一缕情思轻轻荡漾。一份温情，被花香点染，融化了残余
的清冷；一份牵挂，沐烟雨缓缓滋生，慢慢凝聚，绵延不断，如
动人的诗篇，流连耳畔，扣人心弦。

【英姿飒爽，一韵震天际】
瘴地风霜早，温天气候催。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

震蛰虫蛇出，惊枯草木开。空余客方寸，依旧似寒灰。
——《闻雷》唐·白居易

惊心动魄，恰是惊蛰之美。温婉婀娜是春，穿云裂石亦
是春。春雷雄浑，施下一道号令，蛰伏地下的百虫忽被叫醒，
枯草朽木一惊。蛰虫惊而出走，芳草萌动。却原来，没有哪
一个季节仅有一副面孔，就像没有哪一种生命只存在一种可
能。

欲行不见前路，躺平又觉意难平。千年的醉吟先生，也
是茫茫人海中的其一。而在生活与诗意调和的迷茫中，诗人
豁然开朗。生命本无常，不妨乐观着，静听花开，暂忘沧桑。

春雷阵阵，唤醒了春天，也叫醒了希望。
【恬然自得，自是多情客】
惊蛰先开荠菜花，一年春事渐繁奢。
相思河畔青青草，独秀溪边嫩嫩芽。
闲意态，野生涯。盈筐荐饭美无加。
世间一种甜滋味，留与高人子细夸。

——《鹧鸪天》清·奕绘
春色娇艳，梅花杏花桃花李花竞相开放，一派清雅。荠

菜花在笔下悄悄绽放，笔墨中传来独有的清甜。河边草青翠
欲滴，是浓妆艳抹后的恬淡。惊蛰之春，是风流倜傥的雅人
韵士，是振衣濯足的幽人烟客。

野菜清香，只限春日馈赠，清脆鲜嫩，偏偏早春恰到好
处。闲来事方游，启蛰后，共享春光旖旎。最美的景，最简的
食，才是最好的心情。

春天在诗词中醒来，一字一句皆是欣喜，“惊”醒彷徨的诗
人，“惊”醒沉寂的人人。不妨于春日中，见自我，见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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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真正的春天是从惊蛰开始的。西汉戴德
《大戴礼记·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
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驾到，春雷炸
响，撞开了春天的城门。虽然“桃始华”排第一，她谢幕后才
轮到连翘登场，但在鲁中小城安丘，连翘开在二月中旬，桃花
则是三月初。第一个扮靓青云山的，是身披黄马褂的连翘。

在中医书里，连翘开黄色小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疏散风热之功效。春寒料峭时，植被多未返青，连翘横空出
世，抛出串串金黄，阵阵香气。

连翘耐寒，萌生能力强，折根枝条就能繁殖。如同人到
中年，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锋芒收敛，浮华看淡，宠辱不惊。

春雷声中连翘开
姜佃友

我下班时送给朋友一份礼物，她露出惊
讶的表情。晚上，她微信说，家里的孩子喜
欢得不得了。我送的礼物是，正月底一盆来
自江南的白雪。

单位在杭州一个高山村建有信号发射
塔，我去对接工作时，基地四周的积雪还未融
化。茶园、树木、屋顶及露台，都披着一袭白
衣。

前两天正是双休日，这村子积雪越来越
厚，进村的路被封了，车辆只出不进。没想
到的是，过了几天，高处的雪还静卧在那里。

同事找了一只水桶，装满了积雪，准备

带回家给他儿子玩。我让他帮我装点放在
饮料瓶子里，他说，还是装在塑料脸盆里保
存得久些。

市区常年不见雪，安顶山上的这个村
子，偶尔会下几场小雪。难怪城市的小孩，
见了雪那么喜欢。我朋友的小孩，把雪捏成

“爱心”的形状，小手也不怕冷了，玩得不亦
乐乎，好像心被融化了似的。

冬雪，对我来说，那是遥远而又温馨的
记忆。

彼时，雪落纷扬，寂静无声。没有电视、
手机、电脑、微信的岁月，雪花就是童年最欢
乐的陪伴。

在一个雪越下越大的冬日，我呆在昏暗
的房间里看书。透过小小木窗户往外看，雪
花绵延着。屋后是一座土山，有着一排排水
杉树。天色逐渐暗下来，炊烟慢慢升起，雪
花杂乱地被风吹舞，有饭香飘来。

快要吃晚饭了，那冬天也只能炖一些白
萝卜，炒点大白菜，却是最好的美食。虽然

缺了入味的土猪肉和鸡肉，但也会兴高采烈
地等待。

晚上，裹紧棉被，倾听大雪压断毛竹的
声音，咔嚓咔嚓脆响。清晨起来，一串串冰
凌长寿面一样挂得老长。太阳出来了，积雪
融化时，雪水从屋檐滴下来，像闹钟一样滴
滴答答。

我用捡来的粉笔头，在窗户木板上写下
几个大字：“寒窗一扇，纵观世间”。窗户只
有一把蒲扇那么小，我还是决定了，要走出
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谁言天公不好客，漫天风雪送一人。”
后来看到的《张居正雪中独行图》，让人不禁
感叹那孤舟独桨渡沧海。

万历八年（1580年）深冬，天降大雪，传
说雪深一尺左右，人马不得行。小皇帝朱翊
钧，特许百官休朝数天。当时张居正从蓟镇
返回，未接到诏令，至太和门待漏如故，独自
一人前去上朝。张居正的坚毅背影，成为历
史上著名的雪景之一。

天地茫茫，世事悠悠。一个人置身雪
海，每走一步都会留下清晰的脚印。每个季
节有每个季节的欢乐，如从深山里运出的一
盆白雪，一骑车尘儿童笑，无人知是雪满山。

江南正月的一盆白雪
图文 徐时松

在故乡鲁西南，二月二有吃料豆的
习俗。

炒熟的黄豆，也叫“蝎子爪”。小时
候耳边常回荡一首歌谣：“二月二，炒蝎
子爪，金子银子来家挎；二月二，敲门
框，金子银子来家扛……”。

二月二还没到，小伙伴们早早地聚
在一起，到村西二三里外的西马趟子背
来沙土，晾晒几天。大人们也挑拣黄
豆，去杂、腌渍、晾晒。

二月二来了，先将沙土倒进锅里，

加热去潮。土灶里的柴火燃起，不能烧
得太急，还要不断翻炒。后来的炒法越
来越简单，料豆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母
亲用油代替了沙土，料豆更酥更香。刚
出锅的料豆，趁热拌上糖，传统的料豆
变成香甜可口的糖豆。

家里有料豆，孩子们最欢心。二月
二清早起来，母亲会把料豆放在桌上。
去上学的路上，大家嘴里嚼得“砰砰”
响。校园里的小伙伴们，掏出自己的料
豆和大家换着吃，分享着节日的幸福。

鲁西南的料豆
浙江湖州 范中超

记忆中的农历二月二，一吃过早饭，
父亲便乐呵呵地对我说：“我带你逛春街，
剃喜头，剃个好运来。”我一听欢呼雀跃，
也忘记了剃头的畏惧，心早已飞到热热闹
闹的集上去了。

随着人潮到了镇里集上，走进唯一的
理发店，只见大人小孩坐满长条凳，旁边
还站住不少人。12个理发师，穿着油布长
袍，站在明晃晃的穿衣镜前，围着转椅上
的顾客，一会儿推发，一会儿修剪，一会儿
吹风，忙忙碌碌。我们只好站着等。

轮到我时，我雄赳赳地爬上大转椅，
乖顺得像头小绵羊，任由理发师摆弄。听
到一声“好嘞”，我跳下椅子一照镜，小平
头，人变得端庄整洁，干净利落，顿时满心
欢喜。临走前，我不忘摸一摸柜台上的电
光枪，才与父亲恋恋不舍走出理发店。

我儿子刚上小学那年的二月二，我带
他去剃喜头。小镇理发店已遍布大街小
巷，发型也多种多样。儿子对街头流行的

“大碗头”“立体碎盖”“日韩风格”颇感好
奇，闹着想尝试。

我虎起脸说：“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

的发型，朴素的才最好看！”儿子听从我的
安排，理了个朴实利落的小平头。开学那
天，儿子一放学回来，满脸灿烂地向我报
喜，“爸爸，我的喜头被班主任表扬了，说
是男生中最标准的发型呢！”

今年的二月二又快到了，儿子又笑眯
眯地提醒道：“爸爸，二月二那天，你一定
带我去剃喜头，讨个欢喜，考个好成绩！”
看着他小大人般执着的模样，我满是欣
慰，因为他有一颗上进的心，也因为在迷
乱的流行中，他记住了那一份美好的传
统，也有了成长的方向。 ■李海波 摄影

“剃喜头”里寄深情
云南红河 杨丛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父亲工作调
动，我们家从北京的总部搬到了湖北省
房县。每到二月二，母亲会炒些豆子、
玉米，如果赶上家里没有这些，就炒一

些面豆。
和好的面，擀成1厘米的饼，切条再

切丁，跟炒黄豆一样在锅里炒熟，就是
面豆了。面里加了盐、花椒，每次都要
多炒一些。去上学的时候，母亲给我们
抓上一把，就是零食了，高兴得不得了，
舍不得一口吃一个，而是将一丁面豆从
中间咬开，分给要好的同学几个，跟过
年一样兴奋。

二月二的寓意是美好的，龙抬头理
个发，借吉日给自己带来好的前景。在
今天，可能这些炒豆豆已不再稀罕，而
人们还是要吃上一些，图个吉利，祈福
一切安好。这时，我仿佛闻到了母亲炒
豆的暖香。 ■李昊天 摄影

又闻炒豆香
陕西西安 许双福

“二月二炒棋子，大人孩子一碟
子。二月二炒糖豆，大人孩子一炕头”

“剃龙头，好彩头”，这是小时候的二月
二，大人们常说的谚语。

这一天大清早上，长辈们把草木灰
拿到场院上，弯着腰，用粪框子掂打着
撒上一个大大的圆圈，也就是“囤底”越
大，盛粮食越多，也叫“粮仓”，粮食满仓
的意思。母亲把过年摆碗祭奠的白鳞
鱼，放锅里蒸蒸，浇上一点醋和香油，给
家里下地干活的劳力们吃，俗称“叭自
力”，说是吃了有力气干活。然后，开始
一年的辛劳，盼望着丰收。

母亲加引子和上一块面醒着，切成
小棋子块，摆在盖垫上晾着，再放锅里
烘着吃。地瓜刮皮洗净，也切成小棋子

块，蒸熟，放到院子里晾晒。几个小时
翻动一下，再烘着吃。

那时候没什么零食，母亲就自己做
糖豆。把挑选好的豆子洗干净，放到糖
精水里泡着，半干不湿时滚上面粉，烘
着吃又香又甜。

二月二这天早上，母亲早起摊上煎
饼，卷着大葱，特别的美味。提前几天
泡好的豆子，去大石磨上磨成豆渣子
汤，回来加上剁细的野菜，炒熟，白白嫩
嫩的豆汁汤，又香又有营养。以前都叫

“渣”，如今的名字叫“小豆腐”。
“煎饼就着渣，越吃幸福越悠长”

“煎饼卷大葱，数你最聪明”，这些如今
都成了美味佳肴。还有这一天去剃头，

“剃去烦恼忧愁”，有好兆头，好彩头。

棋子糖豆与龙头
山东青岛 韩红岩

小时候，我曾以自己是属龙的人，
而深为自豪，也特别看好一个名叫“龙
抬头”的节日。

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与村里的小
伙伴们，在二月二这一天，无论头发长
不长，都要让当小学老师的顺子哥给推
上几推子，剃一个小龙头。新年新气
象，好运长相随。二月二剃头，代表着
人们忆旧思古的情怀，也演绎着不忘初
心的传承。

这一天，母亲会早起，炒上一锅黄
豆棋子，把我们的小口袋装得满满的，
边走边吃，很是惬意。二月二是个吃龙
食的节气，虽然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食
俗，大都与龙有关。如吃水饺叫“吃龙
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
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

“吃龙眼”……
每到二月二这天，回到老家，儿时

的几位发小聚在一起闲聊，有时长吁短
叹，有时哈哈大笑，群龙大悦。几杯老
酒下肚，竟也豪情大发。

五千多年了，中国人仍在骄傲地
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苗青 摄影

我们是龙的传人
山东济南 孙君涛

在我的山东老家，二月二的风俗有剃
头、吃猪头肉、打囤、捣屋梁、舍粥，以及炒
蝎爪。

童年时的二月二前一天早晨，母亲把
自家收获的黄豆，挑颗粒饱满的，泡在水
里，加上盐和花椒。等黄豆泡好，捞出来
晾干。晚上，母亲一边烧火，一边在大锅
里翻炒。“噼里啪啦”的黄豆裂开了缝，香
喷喷的。

黄豆盛进一个大盆子，再撒上一点点
黄砂糖，端起来簸几下，糖和豆粒粘匀。
这时候，黄豆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炒
蝎爪，又称炒豆花，还有一个传说呢。

相传唐朝武则天当了皇帝，引来玉帝
震怒，下令三年不向人间降雨。但司掌天
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偷偷降了一场大
雨。玉帝将玉龙打下天宫，压在一座大山
下面，还立了一块碑写道：“龙王降雨犯天
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凌霄阁，
除非金豆开花时。”

黎民百姓就想办法搭救龙王，人们炒

玉米粒时，看到这些颗粒爆裂开花，又联
想玉米是黄色的，不就是金豆吗？玉米粒
开花就是“金豆开花”。于是，人们便在室
外祭天的桌上供奉炒开花的玉米，玉帝看
到了，以为金豆真的开了花，就免去了龙
王的罪。

此后，每到二月初二这天，家家户户
就炒玉米花。后来，因为炒黄豆比炒玉米
好吃，就用黄豆替代了玉米。

■孙世华 摄影

山东老家的金豆
黑龙江鹤岗 周脉明

二月二，俗称青龙节，又叫春耕节、农
事节，此后多有降雨，佑护庄稼丰收。

济宁市汶上县的童谣唱道：“二月二，
炒蝎子爪，大娘婶子给一把”“你一把，我
一把，剩下一把给蚂蚱”“吃了炒蝎子爪，
蝎子不用打”。过去农村多是土坯房，蝎
子、蜈蚣、蚰蜒较多。传说二月二吃了“蝎
子爪”，不怕蝎子、蜈蚣等毒虫，辟邪一整
年。

流行于山东及周边农村的“炒蝎子
爪”，就是炒黄豆，俗称料豆子。

记得小时候，一到二月二，母亲就给
我们兄妹三人“炒蝎子爪”。头天挑品相
好的豆子，淘洗后倒入温水，放盐或花椒、
茴香，泡发后去水晾干。二月二早上，母
亲把胖胖的黄豆倒锅里，小火翻炒，豆子
爆响，香气四溢。

汶上农村还有草木灰“围仓”祈丰收
的习俗。用存了几天的灶底草木灰，在院
子里“画圈”，念着：“二月二，龙抬头。大
仓满，小仓流。”铁锹作笔，草灰为墨，均匀
画成一个小圆。又一转圈，一个中圆；再

转圈，一个大圆。
接着，在自己站的小圆处画一个，延

伸到大圆外的蹬仓梯子。最后，在同心圆
的中间，挖一个小坑，把五谷杂粮放里边，
盖上土，“围仓”就完成了，也称“填仓”或

“打囤”。据说，太阳出来前围完仓，最有
灵气，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仓囤盈
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再有，就是草木灰“围墙”了。民谚有
“二月二，围墙根儿，蝎子、蚰蜒不上身儿”
的说法。围完仓，把剩下的草木灰沿着大
门口到水缸一圈，叫“引龙回”，祈求福
祉。然后，沿着院子的墙根、屋角撒一圈
草木灰，是保佑家里不进毒虫之意。

二月二还有很多其他习俗，比如理
发，“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认
为这天理发能带来好运。饮食多以龙为
名，比如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
须，寄托了人们希望龙王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愿望。其他的活动，比如采龙
气、挑龙头、吃龙胆，都是祈求好运和丰
收。

济宁炒蝎子爪
山东济宁 刘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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