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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的仓囤。 摘自《博平风物》

编者按 农历二月初二，不少地方俗称“龙抬头”，有些地方还称“龙头节”“春龙节”
“春耕节”等。翻土、整地、施肥……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新一年的农事活动已经
开始。“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朗朗上口的民谚是百姓希冀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的深情表达。

“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在鲁西地区，二月二还有炒豆子、打仓囤等习
俗。“二月二，龙抬头，大人小孩要剃头。”人们纷纷选择在这一天理发，希望为新一年的
工作和生活讨个好彩头。

明日是二月二，我们组织本期稿件，展现本地传统习俗，与读者一起感受那份深沉
而恒久的文化韵味。

二月二 龙抬头

□ 任洪军

农历二月初二，大多是在二十四
节气的雨水和惊蛰之间，雨水节气一
到，预示着雨水会渐渐多起来，滋润人
间万物。我的家乡茌平区博平镇也把
二月二叫“春耕节”“春龙节”。民间有
俗语“惊蛰龙抬头，农者有盼头”，意思
是惊蛰一到，经过冬眠的巨龙，就会被
隆隆的春雷惊醒，抬头而起，天上就
会普降喜雨，为农作物的丰收打下
基础。此外，当地还有“二月二，龙抬
头；大囤满、小囤流……”的民谚，更
彰显了人们对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的深切向往与期盼。

打仓囤，用的是做饭烧的草木
灰。在我们家乡还有一个讲究，必须
是用大年初一那天烧的草木灰，所以
人们每年的大年初一都把草木灰仔细
保存起来。小时候，家里人口多，为了
多打几个仓囤，爷爷就把草木灰放在
一个不能用的铁锅里，用草苫子盖好，
一点儿也舍不得倒掉。

打仓囤是爷爷的绝活，二月二当
天，他老人家天不亮就起床，把庭院打
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草木灰放到木
锨上，以自己为中心，站在选好的位
置，伸直胳膊，端平木锨一边撒灰，一
边转身。待转回原处，一个又大又圆

的圆环就出现在面前。紧接着爷爷又
在圆环的一侧画上寓意登高的“梯
子”。打完一个仓囤，接着再打下一
个，各个仓囤都用“梯子”连接。我
记得每年爷爷都打 4 个仓囤，期盼东
南西北方向的庄稼地，都能获得丰
收。

仓囤打完后，爷爷就把早已准备
好的麦粒、玉米粒、豆粒和谷粒，分别
放在四个仓囤中间，当作小麦囤、玉米
囤、大豆囤和谷子囤。爷爷还会在每
个囤中间放几个一分、二分、五分的
硬币，象征着粮食丰收、钱财有余。
囤里的粮食放好后，为防止被鸟吃
掉，爷爷就用块红砖盖上，并且自家
喂的鸡也要等到早饭后太阳升起老
高才撒开。

爷爷打完仓囤时天刚好亮，他便
点燃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整个农家小院里
也蕴含着满满的希望和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乡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田的积
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粮食连年大丰
收，真正实现了大囤满小囤流的梦
想。为了把粮食储存好，很多人家自
编条囤，市场上卖条编囤和铁皮囤的
也有很多，还有的能工巧匠用水泥沙
子抹水泥囤，粮食多的户，干脆用砖砌

起既坚固又美观的粮仓。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后来人们干脆不用粮囤了，
而是直接把粮食储存到粮食点，用时
就拿着储粮本，提出面粉、面条和挂
面。用不着的粮食直接售给粮食点，
再把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存进银行。

从那时起，我从爷爷手里接过了

打仓囤的接力棒，每年二月二早起打
仓囤，放的粮食比以前还多，将一分、
二分的硬币改成了一元、五元的纸币，
并一直坚持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进入21世纪，家乡农人打仓囤的慢慢
少起来，只有一些老年人仍保留着这
一习俗，守护着这份独特的乡情。

打仓囤

□ 胡芝芹

在我们鲁西地区，二月二的习俗
主要包括剃龙头、烙合子、打囤等。
这一天，家里的大人们早早起床，一
边唠叨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
小仓流……”的农谚，一边用草木灰
在院子里画下一个个圆圆的大囤；小
孩子们被带去理发；厨房里已备下烙
合子的食材，客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
早早买来的炒货，如花生、瓜子、黄豆、
面球等。

四十多年前，在我的家乡临清尚
店胡宅村，家家都用大地锅烧饭炒
菜。二月二前几天，家人就把黄豆用
盐水泡过、晾干，将细腻干净的沙土端
回家来晒干，准备做炒货。

二月初一傍晚，整个村庄到处是
热腾腾、香喷喷的气息。每家的厨房
里都点着灯，灶膛里烧着火，锅里的沙

土烧开了，用锅铲一搅和，像是水在流
动。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豆倒进锅
里，随着锅铲的翻动，黄豆的清香气息
被滚烫的沙土激发出来，我们看着、闻
着，兴奋地期待着，完全不顾锅里不断
飞出来的细尘钻进鼻孔落满脸颊。等
到锅里开始出现噼啪声，母亲就告诉
我们豆儿要熟了，锅底再加把柴火。
红彤彤的火蛇舔着大铁锅，很快，噼啪
炸响声急切起来，母亲就用笊篱从土
里盛出黄豆，放在笸箩里晾一晾，就能
开吃了。我们哪能等到晾凉呢？小弟
迫不及待地捡一颗放进嘴里，滚热的
豆儿烫着了舌头，他又急慌慌地吐出
来，那可爱样儿惹笑了我们。

对黄豆的处理还是简单的，最麻
烦的是炒面球。那天下午，母亲早早
就开始和面、醒发，面里还放了糖精。
面发好后，再擀成饼，切成花生粒大小
的一个个小方块，如果时间充裕还可

以揉成球形。但大部分人家都是切成
小方块就开始炒制。说实话，相比黄豆
和花生，面球的营养价值并不高，但它
酥脆爽口、浓甜如蜜，深受小孩子喜欢。

最受我们欢迎的还是炒地瓜干。
其做法是，把地瓜蒸熟切片晒干，再放
进沙土里翻炒。炒好后，地瓜干色泽
金黄，焦香诱人。初嚼一口，酥脆爽
口，再细细咀嚼，软糯清甜，美妙无比。

等母亲把所有的食材一锅锅炒完
后，夜已经很深了。她直一直累弯的
腰，满是欣慰，因为孩子们第二天上学
有零食可带了。在炒货的浓香里，小
院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

二月二的早晨，学校里也满是快
乐，每一个同学的每个衣兜都是满
的。老师的教桌上摆满了花生、黄豆、
面球等。同学们也互相交换自己家的
炒货，品评声不断传来，谁家的面球更
白更圆润、更甜更爽口，谁家的黄豆更

酥脆且咸味适中……这些欢快的小嘴
巴边吃边议论，一刻也不闲着。

就在大家嚼得正起劲时，忽然看
到同学小林躲在角落里，低头摆弄着
自己的衣角，一副落寞的模样。“咦，小
林为什么不跟我们分享炒货呢？”嘴快
的小芳嘟哝道。“你看，他的衣兜扁扁
的。他没带。”眼尖的小刚说。“哦，我
想起来了，小林的妈妈病了，他爸不会
炒。”跟小林做邻居的小雅说。于是，
大家沉默了，有人停住了正要送进嘴
里的一颗豆儿。“我们送给小林一些炒
货吧。”小芳提议，大家纷纷赞同。我
们跑到小林身边，纷纷拿出自己家的
炒货，或塞在小林手里，或装进他的兜
里，小林先是惊愕，抬头看着我们一张
张真诚的笑脸，慢慢地，他也笑了，但
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汪清亮的
泪水……

地锅炒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