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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甚嚣尘上
“甚嚣尘上”中的“甚”为“很”的意思；

“嚣”：喧嚷。整个成语的意思是人声喧嚷，尘
土飞扬。原形容军中正忙于准备的状态。后
来形容消息普遍流传，议论纷纷。现多指某
种言论十分嚣张。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互
相争霸，不断发动战争，给附属于两个大国的
中小国家带来不少灾难。晋景公死后，晋厉
公即位。宋国国君宋共公遣上卿华元去晋国
吊丧，兼贺新君。华元与晋国执政的栾书商
议，想促成晋、楚两国和好，免得南北交争，生
民涂炭。栾书同意。华元领晋国使者去楚国
见楚共王，楚共王同意与晋国订期为盟。之
后，晋士燮、楚公子罢为两国代表，共歃血于
宋国西门之外，订了和好的盟约，史称“西门
之盟”。没想到后来因为这一盟约使晋、楚两
国发生了一场战争。

原因是：楚司马公子侧（字子反）以为自
己事先对这事没参加商议，耿耿于怀，决心破
坏这一盟约，探知晋国的巫臣和吴国的寿梦
与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便向
楚共王说：“晋、吴通好，必谋楚，宋、郑等国俱
从。这样，恐怕附属于我们楚国的诸侯都会
跑掉。”楚共王说：“我想讨伐郑国，只是有宋

西门之盟，怎么办呢？”公子侧曰：“今日之事，
惟利则进，管它宋西门之盟干什么？”共王听
了公子侧的话，命公子侧率师伐郑，郑国投
降，楚国然后带领郑国向晋国挑衅。晋国与
之对抗。于是两国战争再起。

开战之前，晋国将领聚在一起议论计策，
欲至说：“楚军有六个弱点，我们不要放过机
会：他们的两个统帅彼此不和；楚王的亲兵都
是贵族子弟；郑国军队虽然摆出了阵势，但是
军容不整；楚军中的蛮人虽然成军，但不能布
成阵势；布阵不避开月末这天（当时被视为忌
日）；他们的士兵在阵中很吵闹，遇上交战会更
吵闹，各人只注意自己的退路，没有斗志，贵族
子弟也并非精兵，月末用兵又犯了天忌，我们
一定能战胜他们。”计议后，晋军便动作起来。

楚共王登上巢车（古代用以瞭望敌军情
况的兵车），观望晋军动静。公子侧派太宰伯
州犁在楚共王后面陪着。楚共王在车上观察
了一阵，问：“晋军正驾着车左右奔跑，这是怎

么回事？”伯州犁说：“在召集军官。”共王说：
“那些人都到中军集合了。”伯州犁说：“是在
开会商量。”共王说：“他们搭起帐幕了。”伯州
犁说：“这是向先君卜吉凶。”共王说：“又撤
去帐幕了。”伯州犁说：“快要发布命令了。”共
王说：“看，‘甚嚣，且尘上矣’（他们非常喧闹，
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准
备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楚共王说：“他们都
登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拿着武器下车
了。”伯州犁说：“这是听取主帅发布誓师令。”
楚共王问：“要开战了吗？”伯州犁说：“还不知
道。”楚王又说：“他们又上了战车，左右两边
的人又都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战前向神
祈祷。”

伯州犁把晋厉公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楚共
王。晋国的苗贲皇在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共
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晋厉公左右的
将士都说：“楚国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军，而
且人数众多，不可抵挡。”苗贲皇对晋厉公说：

“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
亲兵罢了。请分出一些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
右两军，再集中三军攻打楚王的亲兵，一定能
把它们打得大败。”晋厉公向卜官问吉凶，卜官
说：“大吉。得的是个‘复’卦，卦辞说：‘南国窘
迫，用箭射它的国王，能射中他国王的眼睛。’
国家窘迫，国君受伤，他们不打败仗还会有什
么呢？”晋厉公听从了卜官的话，下了命令。

两军开战。晋将发现了楚共王，一箭射
去，果然射中了楚共王的一只眼睛。

双方又经过长时间厮杀。这一天，两军
从早上一直战到黄昏。第二天，晋军故意放
松楚国的俘虏让他们逃走。楚共王听到这些
情况，召子反商量仗还该怎么打。而子反接
受了晋军送的酒，结果喝醉了，不能进见。楚
共王丧气地说：“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啊！
我不能等待了。”夜里便逃走了。后来公子侧
自缢而死。

“甚嚣尘上”这一成语便是从《左传》“甚
嚣，且尘上矣”的记载转化而来。公子侧破坏
宋国西门之盟，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含有贬意
的成语，也算是对他一个“纪念”吧！

例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近来的
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
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128）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传说，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
的龙王抬头的日子，这天龙王要施雨给民
间，让万物重新生长。所以，“二月二龙抬
头”这个日子，对于“民以食为天”的百姓来
说，就像过节，十分重视。那么，对于这么
重要的日子，除了理发，各地还会有多少版
本的传说和习俗呢？你们那里又有什么样
的美丽传说和习俗呢？

小时候，常年住在姥姥家，有关二月二的一些
民间习俗，都是姥姥让我知道的。

二月初一晚上，姥姥嘱咐我：“明天是二月二，
睡醒之后不要和姥姥说话。”我问姥姥为什么，姥姥
说：“听姥姥话就是了。”然后，姥姥坐在炕上，拿出
红纸和剪子，开始剪了起来。不一会儿，一对小鸡
就在姥姥的手中出现。我刚要拿过来玩，姥姥说：

“明天二月二，贴墙上。贴上小鸡，蜈蚣啊，蝎子啊，
就不会出来了。我大外孙女就不怕蝎子蜇了。”

带着这些神秘，我进入了梦乡。天刚蒙蒙亮，
就听到姥姥窸窸窣窣穿衣的声音。我记着不和姥
姥说话。就见姥姥拿起扫炕的笤帚，对着过梁，边
敲打边念叨：“二月二，敲房梁，虫子蝎子不下房。”
敲完，姥姥才告诉我，二月二早晨起来不能说话，说
话再敲过梁就不管用了。

东北的二月仍然很冷，姥姥怕我冷，每天让我
坐在炕边给我梳头。姥姥说：“今天二月二，按照习
俗，要理发。我们不在炕上梳头，下地梳头，就等于
理发啦。”

早饭是姥姥油煎的黏饽饽，也就是东北腊月包
的黏豆包。我问姥姥咋没菜？姥姥告诉我说：“二

月二，龙抬头，早晨不能动刀，以免伤了龙头。就要
吃年糕。”我和姥姥边吃黏饽饽，姥姥边念着谚语：

“二月二，煎年糕，细些火，慢点烧，别把老公公的胡
须烧着了。”我听了，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问姥姥龙是什么，在哪里？姥姥告诉我，龙在
天上，我们凡人是看不见的。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
福，保佑我们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你是属龙的，姥
姥让你下地梳头，就是让你也抬头，一生有好运。

吃过早饭，姥姥准备烀猪头。我一看，又有肉
吃了，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问姥姥猪头什么时
候熟。姥姥说：“小馋猫，再急也得等供完龙王爷再
吃。”原来，农家腊月杀了猪，到了二月二，肉已吃
尽，只剩下猪头了，只能用猪头祭祀龙王啦。后来
延续成习俗。

姥姥把供完龙王的猪头肉拆下来，专门给我吃
猪舌和猪颚。姥姥管猪颚叫“巧舌”，说女孩子吃
了，嘴甜，会说话，讨人喜欢。

多年过去了，我知道二月二是民间的传统节
日。虽然每年都在过，但我还是怀念小时的二月
二，那时不仅仅有仪式感，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姥姥
的美好祈愿。

转眼又要到二月二了，龙抬头之日，这一天，作
为春节期间的最后一个节日，很多地区都有一些庆
祝祈福活动，习俗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在这一天要
理发之外，很多地方在这一天有吃猪头肉的习惯，
那么二月二为什么要吃猪头肉呢？其实这来自两
个典故。

典故一：古代猪头是祭奠祖先、供奉上天的供
品，平常的时间猪头是不能随便吃的，一般农户人
家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杀猪
宰羊。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改善伙食，每天饭菜都要
见点肉，除夕夜全家吃团圆饭，初一吃饺子，破五吃
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等到正月一过，年也过了，
节也过了，腊月杀的猪肉基本上都吃光了，最后只
剩下一个猪头，这猪头只能留在二月二才能吃。龙
王是管降雨的，他上到天宫，农民要把最好的祭品
供上给龙王吃。农家杀年猪，多在正月里基本食
尽，“惟余头蹄，于是日煮食之”，人们以猪头祭龙
头，食猪头为龙抬头。人们形容龙也是从很多动物

身上找到特征，在龙的形象里，可以找到蛇、鱼、凤、
麟、鹿、马、牛多种动物的影子。人们用猪头代替龙
头，也是这个原因。

典故二：宋代的《仇池笔记》中记载，王中令平
定巴蜀之后，甚感腹饥，于是闯入一乡村小庙，却
遇上了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和尚，王中令大怒，欲斩
之，哪知和尚全无惧色，王中令很奇怪，转而向他
讨食，不多时和尚献上了一盘蒸猪头并为此赋诗
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时已
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汀，熟
软真堪玉箸挑。若毛根来比并，毡根自合吃藤
条。”王中令吃着美馔蒸猪头，听着风趣别致的“猪
头诗”甚是高兴，于是封那和尚为“紫衣法师”。
俗语还说：“哪有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的。”这其
中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人若怀才不遇，不必气
馁，早晚必会找到能够理解你而又肯接受你的
人。看起来二月二吃猪头是古代留下的传统，是
吉祥兆头的标志。

在农村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谚语：“二月二，龙抬头，忤逆媳妇发了
愁。”这是劝诫媳妇要孝顺公婆。想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谁都要打媳
妇这儿经过的。百善孝为先，还是孝顺点好。可偏偏有些做媳妇的，
不懂道理，忤逆公婆，有悖社会公德，结果招致天怒人怨。这不，龙一
抬头，就来例行职责了。原来，上天看到哪个人太忤逆不道了，便派龙
神来取她性命，怪不得忤逆媳妇犯愁呢。

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讲一个故事。说二月二这天，一条龙来抓取一
个忤逆媳妇。“轰隆隆”一声雷鸣，龙身闪现在一家院子上空，这家的媳
妇心中有鬼，怕被龙抓去，急忙把一个尿盆子扣在头上。据说这龙撼
天动地，威力无边，却有一点弱处，怕脏。它见这媳妇头上扣了个尿盆
子，便怎么也没法施展神威，盘旋一阵飞走了。这媳妇侥幸得到一条
性命，也好，后来改邪归正了，对公婆孝敬起来，并且现身说法，教育村
邻，倒成了一部好教材。据说过去有些忤逆媳妇，一听到头上有雷响，
就会顶尿盆子，好像举避雷针一样。她们或许没有想过，早知今日，何
必当初呢。

二月二这一天，还有一种叫“剃龙头”的说法。到了这一天，最繁
忙的地方要数街头巷尾那些大大小小的理发店了，从早到晚，门庭若
市。大人、小孩儿们排着队候着，留了一个正月的头发终于可以剪掉
了，而且是剪去一个冰冷厚重的严冬，迎来一个清爽明媚的春天。尤
其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还能得到一个好彩头。剃罢头，有的人则
到附近的龙王庙里祈保平安。

相传，武则天当了皇帝，玉帝便下令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但
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
将司掌天河的玉龙打下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山下还立了一块
碑，上写道：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
非金豆开花时。人们为了拯救龙王，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到了第二
年二月二这一天，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猛然想起，这玉米就
像金豆，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
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豆”，专让龙王和玉帝看见。龙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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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金豆花开放，只好传谕，诏龙王回到天庭，继续
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以后，民间形成了习惯，每到二月二这一天，人们就爆玉米
花，也有炒豆的。在我们当地，就有在这天炒豆子的习俗，民谣曰：“二
月二，龙抬头，家家锅里嘣豆豆，惊醒龙王早升腾，行马降雨保丰收。”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二月二吃炒豆的习俗早已被人们所淡忘，但每到
二月二，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地浮现出儿时吃炒豆时的情景和乐趣，
那亮晶晶、黄灿灿、脆生生、甜津津的炒豆，一直令我魂牵梦萦。

二月里来龙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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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不干活，撅腚啃大馍。”小时候每到二月二，我们总爱唱
这句童谣。听大人讲，这是老辈传下来的习俗，二月二这天都不用干
农活，说是干活时的铁锹等农具怕扎伤了龙眼。有的人家，会把春节
时蒸的大馍在这天派上用场。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也是剃龙头的日子。因为“正月不剃头，剃
头死舅舅”的习俗，孩童们在正月里是不理发的，疯长了一个月的头发
如张开刺的刺猬，早就感到不适了。于是大多选择这一天理发，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剃龙头，讨个吉利，带来身心的轻松。

二月二这天早上，家中是都不烧面汤的，说是怕面汤糊了龙的眼
睛。但是，围仓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围仓要用草木灰，勤快的
男人用草木灰在院门外撒成一个个圆圈，喻意为仓囤。圆心位置则撒
些小麦、玉米、豆子等粮食。家家户户的门外，所围的仓大大小小和数
量不同，可能寓意着仓满囤流、五谷丰登。小时候，我们这天则喜欢在
这些草木灰撒成的仓上如同跳格子一样蹦来跳去，吓得前来寻食的鸡
鸭鹅号叫着四散奔逃。

二月二这天，我们还能吃上美味的炒豆子。小伙伴们将炒豆子揣
在衣兜内，交换着品尝，“嘎嘣”声不绝于耳。其实，无论哪种习俗，都
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新生活的追求。

■杨佳丽（辽宁）
记忆中的二月二

■任万杰（河北）

二月二要吃猪头肉

■宋欣杰（夏邑）
习俗中的乐趣

■张军停（平顶山）
二月二的美丽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