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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

农历二月初二是中国民间
传统节日，古代又称这一天为青
龙节、春龙节、春耕节等，谚语有
云：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时节
不仅跟龙有关系，从古人“青龙
节”“春龙节”的称呼中也能看
出，此时的龙颜色与春回大地、
草木青葱的季节相匹配。农历
二月初二与“龙抬头”有啥关
系？在这一天，又有哪些民俗？

二月二为何“龙抬头”民间
说法不一，但绝大部分专家学者
都认可其源于古代天文学。古
人为了观测太阳、月亮和五大行
星在天上的运动，把天球赤道和
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
星组，称为“二十八宿”，每七宿
为一组，用来判断春夏秋冬四
季。二十八宿按照方向被分为
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宫），叫
做“四象”，每个区域的星宿连接
起来的图像被想象成一种动物
形象，四象分别以“四灵”命名，
称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
白虎、北方玄武。

人们将位于东方的角、亢、
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相连

得出的动物形象想象成龙，就是
“东方苍龙”。其中角宿代表龙
角，亢宿代表龙的咽喉，氐宿代
表龙爪，心宿代表龙的心脏，尾
宿和箕宿代表龙尾。甚至有学
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龙”
字就是对苍龙七宿（东方苍龙）
的象形书写。而之所以说“二月
二龙抬头”是因为每年农历二月
初二的晚上，角宿便会从东方地
平线上出现，似龙头抬起，故称
为“龙抬头”。在这一天之后，随
着时间的变化，这条“苍龙”升起
的时间越来越早，天黑后能看到
的部分越来越多。到了夏天，夜
晚这条巨龙就会完全展现在南方
的天空上。到了秋天，苍龙七宿
一个接一个地在西方落下。冬
天，苍龙就会消失在地平线以下。

在二月初二这一天，与之有
关的民俗活动也不在少数。有
的地方要吃“龙鳞饼”或“龙须
面”；有的地方要撒灰引龙；还有
的地方要吃“炒豆”……发展到
现代，在农历二月二这一天去理
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保留项目。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二月二龙抬头”民间习俗可不少

本报讯 3月8日下午，安
庆籍作家石楠携新书 《寒柳：
柳如是传》在前言后记安庆劝
业场店召开了新书发布签售
会。签售会现场石楠分享了自
己的新书创作历程；并邀请安
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
飞、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副刊
部主任魏振强与现场读者们交
流了读书心得。

石楠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六
届、第七届全委会委员，第八届、
第九届全委会名誉委员；安徽省
作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2005
年曾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
文学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画

魂：潘玉良传》、《舒绣文传》等。
《寒柳：柳如是传》是石楠

为才女柳如是所作的传记，讲
述了柳如是从名妓的婢女堕入
风尘、追求爱情到嫁给江左文
坛泰斗，追求人格的独立，成
为绛云楼文艺沙龙的女主人，
直到为国殉难的一生。

石楠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
础上，踏寻柳如是真实的人生
足迹，同时将自己善良的愿望
和对柳如是的怜惜与感佩浸润
其中，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果敢
洒脱、勇于追求爱情由极富才
情与家国情怀的中国传奇女性
形象。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作家石楠召开新书签售会

今天是二月初二“龙抬头”。
我们知道，“龙抬头”是一种来自

天文现象的传统节日。虽然它是客观存
在的科学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它被人
们寄托了许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实际上，类似针对自然现象的情感寄托
十分常见。

在望江县高士镇龙口村、洗粉村一
带，有很多古井，仅列入望江县第二批
不可移动文物名单的古井就有近 20
口，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又会被拥有
无穷创意的劳动人民编排出怎样传奇的
故事呢？这个故事，跟“龙抬头”一
样，跟龙口村的村名一样，与龙有关！

这个传说，必须讲到龙口村与望江
县赛口镇汪洋村交界处附近的宝珠山。
宝珠山就是典型的大自然鬼斧神工创作
出的艺术作品——此山无峰无脉，浑圆
如球，周围多是褐黄色的土壤，唯独此
山土石颜色朱红，神似暗火长燃不熄的
宝珠。

更鬼斧神工的是，宝珠山的西边，
还有石龙山。石龙山不高，但是山脉很
长，绵延20余里，其扭腰摆尾的形态
恰如游龙。这石龙的龙头，正在龙口村
境内——石龙山脉在此一分为二，中间
夹一小湖，恰如巨龙张开了大口。龙口

村，即得名于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
看龙口村石龙庙一带卫星地图，能很容
易找到石龙的龙口所在。

如此有龙有珠的神奇地貌，不编排
出点神话传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巨大的蚌壳
精生产了一颗硕大的宝珠。这事很快被
传开，一大帮龙就赶过去抢夺。最终进
入决赛阶段的龙有十条，都是身份地位
比较高，素质比较过硬的巨龙。宝珠在
十条龙的口中跑来跑去，十条龙哗啦啦
一下子游到东海，哗啦啦一下游到南
海，搅得四海不得安宁，海啸四起，不
知掀翻了多少渔船。老百姓流离失所、
四处逃难。一股股怨气直冲天庭，玉皇
大帝坐立不安，忙派齐天大圣孙悟空前
去察看。

孙悟空根据线索追寻到龙珠时，那
十条巨龙已经从大海溯江而上在望江县
上空翻上翻下在抢一颗硕大的宝珠。大
圣见状就掏出耳中的金箍棒，一棒打
下，正好击中宝珠，轰的一声，宝珠直
坠地下，就变成了现在的宝珠山。十龙
见宝珠被孙悟空打下，纷纷降落在宝珠
山的西边，横卧在地，头朝向东，等待
它恢复原形，继续抢夺。

当地老百姓得知十条龙降临此地，

心中非常害怕它们兴风作浪，于是，就在
十龙降临之地修建了十龙庙，每天都奉
上贡品，五天一小祭，十天一大祭。整猪
整牛地往庙里抬，让十条巨龙受用。

当然，十龙终究等不到宝珠山变回
宝珠。从这里故事分为两个版本：一说
其中九条龙自觉从降落地点附近的泥塘
河经武昌湖、长江回到大海；一说其中
九条龙从降落地点附近的泥塘河经武昌
湖游到望江县南头山的九龙潭里，后被
麹公斩了八条，另一条断尾巴龙被逃
走。麹公，即麹信陵，唐代吴县（今苏
州） 人，贞元六年 （790） 任望江县
令。这位县令是望江历史上的传奇，可
以确定我们将在以后讲到。

无论哪一种版本，离开的都是九
龙，也就是说，还有一龙一直坚守在宝
珠山边。那九龙走的时候也喊它来着：

“兄弟，这都多久了，那天打宝珠的那
猴子都不叫齐天大圣了，改叫斗战胜佛
了……”可它就是不肯走，比较执着。
龙眠处平地隆起一座石头山来，便是石
龙山。从十龙到只有石龙，十龙庙也就
成了石龙庙。

故事完了？当然没有，还没说到
井，还没说到标题呢。传说中那条龙
身份不一般，乃是南海龙子。南海龙
王不见龙子踪影，又气又急，更害怕
这事让天庭知道会受到惩罚，于是派
出虾兵蟹将四处寻找。在得知龙子在
望江后，急忙下达敕令，命令其十日
内回归南海。龙子虽然很不情愿，无
奈父命难违，第九日只得收拾收拾准
备回家了。

可是，这事龙口村一带村民不知道
啊——试想一下，你家房子所在的一座
山要走了……好在，第九日来了一名游
方道士，他告诉村民，明天辰时，最后
一条龙也要离开了：“若想留下这条
龙，你们必须连夜打一百口井”。意识
到问题严重性的村民，连夜打了一百口
井，可算是把这条龙留了下来。

以上就是龙口村与村内古井相关传
说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传说终究是传

说。科学地讲，龙口地貌属于自然天
成，村内古井多则源于村庄历史悠久，
以及村民对古井的保护工作做得好。至
于“留住龙”从科学角度也可以这么理
解：“龙”与“雨”“水”有着紧密的联
系，挖井取水可不就是留住“龙”嘛！

说到科学和井，就不得不提东汉时
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论
衡》引述的尧帝时的《击壤歌》：“吾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
而食，帝何力于我哉？”也就是说，在
尧帝时已有水井存在了。而考古发现
显示，水井存在的年代还要更久远一
些——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省余姚
县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发现水井。

龙口村的古井当然没有河姆渡遗址
那么老，石制井圈的年份是清代。不仅
古井仍在，石龙庙也还在。石龙庙初建
时代也没有传说中那么久远，而是清乾
隆年间。乾隆《望江县志》载，石龙庙
在石龙山，祀龙神。石龙庙除了与龙有
渊源外，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乾隆下江南
经过西圩，并留宿于石龙庙两夜、亲书
石龙庙御匾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乾隆十年
（1745），望江西圩一带、床淤塞，每逢
雨季泛滥成灾、田园被淹、民不聊生。
当时的安徽巡抚高晋奉命勘圩修治。他
到了西圩后，看到石龙庙处石龙山和宝
珠山环抱之中，又位于泥塘河畔，风水
极好，却残破不堪，便上书乾隆皇帝修
庙，美其名曰求龙的神明保佑百姓免于
水灾。乾隆看了他的奏章，为了安抚百
姓，不但拨库银准予修庙，还要御驾亲
临。后来乾隆下江南巡视，路经安庆
府，专赴西圩并留宿于重修一新的石龙
庙，亲笔题写了石龙庙牌匾。

不过，石龙庙是否有乾隆亲笔题写
的牌匾已经无从验证——古庙于 1954
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中遭遇灭顶之灾，房
屋倒塌、庙宇毁灭、牌匾随水漂流下落
不明。直到21世纪初，石龙庙才在当
地村民的倡导下获得原址重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如何留住一条想飞走的“龙”？
——龙口村古井

“你们家的茶树是怎么修剪的，茶
树要多高比较合适？”3月9日，在桐城
市吕亭镇老年学校鲁谼山村教学点课堂
上，茶农倪渐民正在和其他种茶大户交
流茶叶种植技术。

“村老年学校的学员除了茶季较
忙之外，平时都不想闲着，希望能学
点东西，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一下发展技能。老年学校开
班授课，满足了群众这一需求。”鲁谼
山村党总支副书记倪庆丰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为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该村整合村级
现有办公场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村民活动室等场所设立老年
学校教学点；结合本村老年群众的
兴趣爱好、发展需求，精心设置了
茶叶种植、健康养生、中国象棋等

课程，并收集群众建议，适时推出
新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的教学
方式，实现教学对象全覆盖、教学内
容多样化。

除了固定的课堂教学外，该村老年
学校教学点还开辟教学“新场景”，邀
请茶叶种植专家、当地能人在田间地头
传授科学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带
领学员参观种茶大户的茶叶种植基地，
学到“用得上”的真本领。该教学点已
开班授课21场，吸引学员133人，年龄
最大的 73 岁，大多数都是村里的茶
农；在这里，村里的老年人学到了日常
生产生活中需要的“干货”，还增进了
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许多老年人把这
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在吕亭镇，当然不只是鲁谼山村的
老 年 人 把 老 年 学 校 当 成 第 二 个

“家”——以吕亭镇一级老年学校为
例，该校按照“六好”标准，拥有热爱
老年人教育教学服务的专职教师和兼职
教师共11名，配备2名特设岗位工作人
员辅助学校的日常工作；不仅开设书
法、绘画、舞蹈、黄梅戏、旗袍秀等课
程，还组织学员参加镇“七一”文艺演
出、重阳节演出、送戏下乡等活动。

“干货”满满的老年学校不仅为当
地老年人带来了乐趣和知识，获得学员
的赞赏，还让旁观者感受到学校与老年
人之间的浓浓情意，甚至有外地人为此
送来真金白银的“投喂”！

“为学校出一点力，希望老年学校
越办越好。”远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的一家建筑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兼总经理徐学辉，在抖音上多次刷到
了吕亭镇老年学校副校长刘远震发布

的教学视频，获悉了老年学校的发展
情况。经常对一些好人好事进行捐款
的徐学辉，觉得吕亭镇老年学校是实
实在在为老年人办学的好学校，便有
了捐资帮助建设的想法。于是他通过
互联网辗转联系到了吕亭镇老年学
校，并为该校捐款1万元。徐学辉还表
示，今后将继续关注老龄工作，有机
会一定来吕亭镇老年学校参观考察，
带动影响更多人关注老龄事业，推动
老龄事业健康发展。

“爱心企业家的爱心善举，让我们
看到了社会力量对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
关心和支持，不仅给老年教育带来实实
在在的物质帮助，更重要的是带来巨大
的精神动力。”对于爱心人士的“点
赞”，刘远震“回赞”道。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杨俊 孙志龙

“干货”满满的老年学校获“投喂”

初春时节，望江县太慈镇郭河村的
武昌湖生态湿地内，三五成群的大雁、
白头鹤和斑鱼狗等或结队飞翔、或游水
嬉戏、或落在浅水处栖息觅食，为春日
的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近年来，望江县聚焦生态优先，生
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物
种数量持续增加，吸引了众多候鸟迁徙
过境或停留栖息。

通讯员 嵇奕华 卓识雨 摄

报春

“文物自介书”系列报道

龙口村古井。 通讯员 郑卷英 摄

春季常见的校园传染病，主
要包括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手足口病和水痘等。学校是人
群高度密集的场所，加之人口流
动频繁，大大增加了传染病的传
播风险。

一、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主

要通过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
播，表现为突发高热，可伴畏寒、
寒战、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
目前，正处于春季呼吸道传染病
的高发季节，流感仍是主要的呼
吸道传染病，各学段均易感。

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诺如病毒是一种常见的肠

道病毒，感染后会引起病毒性胃
肠道疾病，也就是诺如病毒感染
性腹泻。人感染诺如病毒后，主
要表现为呕吐和腹泻，其中儿童
以呕吐为主，成人则腹泻居多。
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很容易在学
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造成传
播流行。

三、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传染病，多发于儿童，尤以5
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它
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切
接 触 传 播 ，主 要 表 现 发 热
（38℃）、厌食，口腔、手、足及臀
部出现疱疹或溃疡。

四、水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

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直接接触
进行传播，学龄前儿童多见，病
后免疫力持久。主要症状是发

热及皮肤和黏膜成批出现周身
性红色斑丘疹、疱疹、痂疹为特
征，皮疹呈向心性分布，主要发
生在胸、腹、背，四肢很少。

春季传染病防护措施

勤通风、勤洗手
多开窗通风换气，可有效降

低室内病毒的数量，改善空气质
量。洗手可以清除手上的病原
体，有效降低接触传播的风险。
饭前便后、外出归来、接触公共
物品后，都应该及时洗手。

戴口罩、讲礼仪
出入医院、公交、商场等公

共场所要佩戴口罩。如果患有
传染性疾病，外出时更应该佩戴
口罩，同时与他人保持至少1米
以上距离。咳嗽或打喷嚏时，尽
量避开人群，用纸巾、手帕遮住
口鼻。如果没有纸巾或手帕，可
弯曲手肘遮掩口鼻，尽量避免用
双手遮盖。

适当运动
春天是运动锻炼的好时机，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经常锻炼，
可以有效增强抵抗力。同时，在
工作和生活中要注意劳逸结合，
保证充足的睡眠，对提高自身免
疫力也相当重要。

接种疫苗、及时就医
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流感、水痘等常见的传染
病的有效手段。春季传染病初
期多有类似感冒的症状，易被忽
视，因此身体有不适应及时就
医，特别是有发热、皮疹症状，应
及早就医治疗。 疾宣

加强春季常见校园传染病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