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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打心底里盼着过年，对那几个
能吃上好饭的日子心心念念。正常年景，
除了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和正月十五，还有
正月初七“包小人”、正月初八“粮食会”、寒
假开学“好书饭”、正月廿四“老鼠会”，再就
是二月二，这些日子都能吃上一顿有特色
的好饭。按照我们乡间的讲究，这几个日
子都属于过年的范畴。

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法，农历正月
是女娲创造万物的月份。从正月初一到初
八，她每一天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物。
1990年版《牟平县志》“节令习俗”篇中有
这样一段记载：“《北史·魏收传》云：正月初
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
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七为人日。除了上
述七日之外，又加上了‘八谷、九子、十成’
三日，其意为初八管谷，初九管长籽粒，初
十管收成。本地人从前极为重视，并以其
日阴晴寒暖预卜一年中作物之丰歉。”

每逢正月初七“人日”，乡间人家都要
包饺子，俗称“包小人”，寓意新的一年里
让孩子健康成长。还有一种说法，包饺子
是“捏小人嘴”，象征着在新的一年里不会
受到流言蜚语的困扰。另外，饺子的外形
似元宝，“人日”吃饺子，也有祈盼一年财
源滚滚的意思。不过，这一天的饺子没法
和大年三十的相比，前者是白面皮、大白菜
和鲜猪肉馅；而后者则是混合面皮、萝卜丝
和肉脂渣馅。尽管如此，也让我们高兴得
了不得。

正月初八，家乡人把这一天称为粮食
生日，也叫“粮食会”。早些年，以农为生的
庄稼人为此设立了好多规矩。记得我奶奶
在世的时候，每年都要在这一天设供桌祭
拜“五谷大神”。供桌正中的牌位上写着

“五谷大神之圣位”，牌位前面摆放着几个
大饽饽。牌位两边各放一个小巧漂亮的纸
笸箩，里面装满五谷杂粮，分别贴着“五谷
丰登”和“年年有余”的红纸条。笸箩上面
各放一个“圣虫”，那是年前蒸大饽饽时一
起蒸出来的。我奶奶通常把“圣虫”做成

“盘龙”的形状，一公一母，公的嘴里衔钱，
象征财源广进；母的嘴里衔枣，寓意五谷丰
登，粮食充盈。“圣虫”又称“剩虫”，放在笸
箩的最上面，面朝“五谷大神”的牌位，是祈
祷家里年年有剩余粮食之意。一大早点燃
香烛后，爷爷就带着我们虔诚地磕头跪拜，
祈求“五谷大神”保佑一家人丰衣足食、生
活幸福。

“粮食会”这天讲究的是晚饭。奶奶把
供奉“五谷大神”的饽饽切成片，在淋了油
的大锅里烙得焦黄、喷香。她还把各色杂
粮面粉拌和在一起擀面条，做成“五谷杂面
汤”，说是吃了这顿饭，就能保证五谷丰登，
一年里不会饿肚子。这顿饭的好滋味，至
今想起来还唇齿生香。后来，我爷爷奶奶
都在灾荒年月里去世了，我们家供奉“五谷
大神”这件事就不做了。

我们上学期间放寒假，通常都是从小
年到元宵节。到了开学这天，我们家乡还
有吃“好书饭”这么个规矩，说起来也挺有
意思。

老一辈的庄稼人大多是文盲，吃够了
没有文化的苦头，都希望自家孩子能通过

上学读书来改变命运，吃“好书饭”的规矩
便一辈辈传了下来。到了开学第一天，孩
子妈妈做早饭的时候，都要在锅里煮几个
鸡蛋，还要把大饽饽从两边各切下一块“耳
朵（边）”，放进锅里熥熟了，让孩子咬一口
大饽饽耳朵，再咬一口鸡蛋，妈妈就会在一
旁拍着手念叨两句：“饽饽耳朵就鸡蛋，又
会写来又会算。”

时下的孩子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
那两个鸡蛋和饽饽耳朵，可都是最金贵的
食品，平日里可吃不到。

正月廿四是家乡民间的“老鼠会”，家
家户户都要包菜角子（菜包）“堵老鼠窟
窿”。我妈妈包菜角子，外皮多是用混合
面，萝卜丝拌和着咸豆腐干和黄豆芽打馅，
每每也让我们吃得有滋有味、大肚溜圆。

早年间，庄户人家都没有食品冷藏和
保鲜设备，过年的饽饽不能保存时间太长，
可无论想什么办法，也要把大饽饽留到二
月二。因为这牵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二月二这天吃了过年的饽饽，上山
的时候就遇不着野狼了。

听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讲，早年间，昆
嵛山区人烟稀少、林深草密，山林中野兽很
多，獾、山狸子、貔子、豺狼等都不是什么稀
罕之物。其中最凶恶的当属豺狼了，它们
常常闯进村里，伤害人和牲畜，当地老百姓
无不谈狼色变。直到1954年，当地政府组
织昆嵛山周边村庄的民兵进行过一场大规
模围剿豺狼的联合行动。从那以后，昆嵛
山区的豺狼基本绝迹了。尽管早就没了狼
患，可因为二月二吃过年饽饽的规矩流传
年代久远，这个习俗便一直流传下来。因
为这个习俗，我二姨家大表哥还闹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笑话。

那一年，他家腊月廿六蒸好了大饽
饽。等凉透了以后，我大表哥用一方做豆
腐滤豆浆的包袱包起两个饽饽，费尽心思
要选个地方，放到二月二。在他家院子当
中有一个仓储地瓜干的囤子，平囤口以上
还转着圈立了一人多高的高粱秸秆，最上
面用草帘子苫了顶，既通风透气还不漏雨，
我大表哥思量再三，就把这两个饽饽放进
囤子里，再用地瓜干掩盖起来。

过了些日子，我大表哥踩着梯子到囤
子顶上，扒开地瓜干看了看，两个大饽饽
雪白如初，丁点也没改变颜色，满心高兴
选对了地方。前后看了三次，都没发现
异常，他还时常在邻居跟前炫耀这个好
方法。

一晃到了二月二，大表哥就把两个饽
饽拿了下来。当大表嫂看到大饽饽还是雪
白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可等她用菜
刀把饽饽切开后，却是“猴吃芥末——瞪眼
了”，饽饽里面都长出黑乎乎的毛了。虽然
心里万般舍不得，也不得不忍痛捣碎了喂
鸡鸭，可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连鸡鸭
也不吃。这件事在他们村传成了笑话，我
大表哥因此一下子得了“灰饽饽”和“悟亮
人”两个外号。

说话间，年又过完了。回过头看一看，
好些习俗已经被慢慢淡忘了，大饽饽、饺
子、鸡蛋这些当年的好饭，也早已变成家常
便饭了。

又是一年二月二。在我们农
村，农历二月初二（俗称“二月
二”）是一个较隆重的民间节日。
如果说年前的腊八是过年的序
曲，那么年后的二月二就是过
年的尾声。家庭主妇们要专门
留下一点枣饽饽、炸果子等年
货，等到这一天吃完。农村的春
天，似乎也是从这一天才款款起
步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蛰
伏了一个冬季的生命都打着哈
欠、伸着懒腰、揉着惺忪的睡
眼，开始蠢蠢欲动了。这一天过
后，农民也将背起行囊，开始一
年的打工生涯，或者是拿出闲置
了一个冬季的农具，开始一年的
田野劳作。

二月二，民间传说是“龙抬
头”的日子，所以又称“龙抬头节”

“春龙节”等。之所以说二月二是
一个隆重的节日，还因为这一天
有打灰囤、串小龙尾、炒豆儿等几
项很有仪式感且都与龙有关的节
日习俗。

打灰囤是农家祈盼粮食丰收
的一种仪式。这一仪式一般由家
庭男主人来完成。大清早，拿铁
戳子从锅灶里掏出草木灰，在院
子和门口宽敞的地方，以人站的
位置为圆心，拿一根竹竿，以不同
长度为半径，画出几个大小不同
的同心圆。沿着圆弧撒上草木
灰，在圆的中心再放上一把五谷
杂粮，这就是农家心目中装满各
种粮食的粮囤了。最后，还要用
草木灰在“粮囤”朝向家门的一
方，撒一个高高的梯子的图案，象
征着囤里的粮食又高又满，需要
踏着梯子才能挖到粮食，所以民
间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囤
满，小囤流”的顺口溜。

串小龙尾的活计，则是由妈
妈带领女孩们来完成的。提前要
把做衣服时裁剪剩下的各种花色
的边角布料积攒下来，还要准备
一些高粱秆（海阳人俗称“挺
秆”）。把边角布料剪成铜钱大小
的圆片，把高粱秆剪成一两厘米
长的小段。用一根结实的红线，
先在底部用细布条做一个穗头，
再按照一个（或几个）布片、一段
高粱秆的顺序用针线串起来，一
条漂亮的小龙尾就做成了。然
后，再把做成的小龙尾缝在孩子
衣服的左右两个肩上。当然，这
一系列繁琐又费时间的工作，要
在二月二的头一天晚上以前做
好，因为二月二这一天忌动刀剪

针线，以免“扎伤龙的眼睛”。
二月二这天，孩子们都穿上

了戴有两串小龙尾的漂亮衣服，
表达了父母对孩子们平安健康、
成龙成凤的美好愿望。

二月二这天，还有炒豆儿这
一节日特色食品。关于这一习俗
的来历，我们这里流传着一个美
丽的传说。

相传，武则天篡夺唐室江山
当了皇帝后，惹怒了玉皇大帝。
这位玉皇大帝也有着根深蒂固的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他认为男
人篡位合乎天理，女人称帝则大
逆不道，于是下令三年内不许向
人间降雨，以示对武皇帝和她的
子民们的惩罚。司管天河的玉龙
见生灵涂炭，万民悲怆，动了恻隐
之心，不顾玉帝的命令，决心拯救
人们，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
帝得知后，更加大怒，将玉龙赶下
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山下
还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道：“玉
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
罪。若想重登灵霄阁，金豆开花
方可归。”天下百姓非常感激玉龙
的拯救之恩，决心想办法救出玉
龙。于是，人们到处寻找开花的
金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这
天，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大豆种
子，猛然想起，这黄豆就像金豆，
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了
吗？于是家家户户炒黄豆，并在
院子里设案烧香，供上“开花的金
豆”。玉龙知道这是百姓在救它，
就大声向玉帝喊道：“金豆开花
了，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家
家户户院子里金豆花开放，只好
传谕，诏玉龙回到天庭，继续给人
间兴云布雨。

此后，为了纪念敢于违抗玉
帝的旨意、普救万民的玉龙，民间
便形成了习惯，每到二月二就炒
豆儿。孩子们吃着咯嘣香脆的
炒豆儿，满满的幸福感洋溢在脸
上。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唱着用

“龙头接龙尾”的方式（修辞学
上称“连珠”或“顶针儿”）编成
的童谣：“二月二，炒豆儿；豆儿
香，买生姜；生姜辣，买棉袜；棉
袜没有底，买杆笔；笔没有尖，买
张锨；锨没有柄，买杆秤；秤没有
钩，买头牛；牛没有角（方言读
jia），买匹马；马没有鞍，上南山；
南山有栋小屋儿，嘎达嘎达织布
儿；织得宽，咱俩穿；织得窄（方言
读zhe），包包脚（方言读jue）；织
一绺儿，缝缝袄袖儿……”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过年的大饽饽
吃到二月二
刘甲凡 民俗采风

打灰囤·串小龙尾·炒豆
赵明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