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篇一

二月初二这天理发有“理发去旧”的说法。中国民间认为在
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剃头，会使人红运当头、福星高照，
因此，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说法一：

民间流传：“正月理发死舅舅”。人们在腊月理完发，直到
阴历二月份，头发刚好适合理发。人们相信在“二月二龙抬
头”之际理发，自己一年的运势可以随着升起的龙一起腾飞。
随着腾飞的运势可以为自己的一年带来好运。所以人们趁此
之际进行理发。

说法二：

全国的多数地区相信在二月初二这一天理发叫做“剃喜头”。
父母为孩子理发希望孩子像龙一样，望子成龙。大人自己理
发则是希望自己可以日后飞龙在天。人们留了一正月的长发，
刚好在这一天理个新发型。

“二月二，龙抬头”当天，最好是理个发，哪怕是修修剪剪
头发也可以。所谓修修剪剪，指的是不一定到理发店，而是
自己在家修修剪剪也可以。比如你可以给家人、哪怕是婴儿，
剪掉一根头发也就可以了。理发不在数量多少，而在态度如
何。即使是自己给自己剪掉一根头发，也就吉祥如意了。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篇二

春潮昨夜没平滩，一雨催花色半含。

雁唤元宵归塞北，燕衔新社到江南。

无欢不必游花树，有病何须置药篮。

只把公忠答天地，从教儿女闹冠簪。

《二月二日出郊》(宋)王庭皀

日头欲出未出时，雾失江城雨脚微。

天忽作晴山卷幔，云犹含态石披衣。

烟村南北黄鹂语，麦陇高低紫燕飞。

谁似田家知此乐，呼儿吹笛跨牛归？

《二月二日》(宋)晁说之

柳花多情不肯新，可怜失尽汉家春。

二年不识挑生菜，万国谁知有杀身。

群盗犹多南渡客，征鸿难问北归人。

始知前日一樽酒，上帝升平与尔亲。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篇三

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的许多地方有二月二祭龙王的习俗，
比如山西马邑，农民这天在龙王庙祭献龙王。并在龙王庙附
近会饮，叫做“开庙会”。陕西米脂的农民也在这天会集于



龙神庙。杀羊祭祀。叫做“开庙门”。山东曲阜一带。在二
月二玩龙灯，此前一天到城东南的龙王庙取水，举行祭祀仪
式。给孔府挑水的水夫，这天要领一封香、一表纸，到南门
外拉甜水的井旁焚纸烧香。河北赵县范庄，二月二有规模盛
大的龙牌会。龙牌会崇拜的是龙牌，俗称‘龙牌爷”。龙牌
平时供奉在会头家，会头负责每天上香上供，每逢初一、十
五还有本村或外村的人前来烧香许愿。

龙牌会自二月初一开始，初四结束，会期四天。届时。要搭
建专门的龙棚。称为醛棚。有道士举行打醮仪式，并将龙牌
用黄慢大轿请到礁棚里，供人们祭拜。龙牌会期间，要唱大
戏，闹社火。家家户户请亲待客、遨朋会友，是当地一年中
最重大、最热闹的节日，相比之下，过年、闹元宵也逊色不
少。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篇四

二月初二这天理发有“理发去旧”的说法。中国民间认为在
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剃头，《www．》会使人红运当头、福星
高照，因此，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说法一：

民间流传：“正月理发死舅舅”。人们在腊月理完发，直到
阴历二月份，头发刚好适合理发。人们相信在“二月二龙抬
头”之际理发，自己一年的运势可以随着升起的龙一起腾飞。
随着腾飞的运势可以为自己的一年带来好运。所以人们趁此
之际进行理发。

说法二：

全国的多数地区相信在二月初二这一天理发叫做“剃喜头”。
父母为孩子理发希望孩子像龙一样，望子成龙。大人自己理
发则是希望自己可以日后飞龙在天。人们留了一正月的长发，



刚好在这一天理个新发型。

“二月二，龙抬头”当天，最好是理个发，哪怕是修修剪剪
头发也可以。所谓修修剪剪，指的是不一定到理发店，而是
自己在家修修剪剪也可以。比如你可以给家人、哪怕是婴儿，
剪掉一根头发也就可以了。理发不在数量多少，而在态度如
何。即使是自己给自己剪掉一根头发，也就吉祥如意了。

二月二为何叫龙抬头祝福语篇五

二月二为什么叫“龙抬头”的原因(一览)

在民间之中，人们将二月二成为龙抬头，那么二月二为什么
被成为龙抬头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二月二为什么
叫“龙抬头”的原因(一览),以供大家参考!

在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
节，古称挑菜节。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
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古代天文学对星
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首先，中国民间认为，龙是吉祥之物，主管云雨，再加上中
国古代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
其中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
个完整的龙形星座、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春风以后，
黄昏时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是龙欲升天的日子，
故称“龙抬头”。

其次，从节气上说，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廿四节气之一的惊
蛰，经过冬眠的龙到了这一天就被隆隆的春雷惊醒，便抬头
而起，所以古人称农历二月初二为春龙节，又叫龙头节或青
龙节，而且根据自然规律，在这个时候，我国很多地方已开
始进入雨季，但古人却认为这是“龙”的功劳，因此人们通
过庆祝“龙头节”敬龙祈雨，希望让老天保佑丰收。



1、吃龙食

二月二在饮食上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这一天的饮食多以龙
为名。吃春饼名曰“吃龙鳞”，吃面条则是“扶龙须”，吃
米饭名曰“吃龙子”，吃馄饨名曰“吃龙眼”，而吃饺子名曰
“吃龙耳”。这一切都是为了唤醒龙王，祈求龙王保佑一年
风调雨顺，获得好收成。

当然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吃食，可吃春饼却是普遍习俗，明
《酌中志》一书中就有记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
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

2、理发

二月二这天，理发店里特别忙。这一天人人都要理发。
有“正月里不理发”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多人在腊月理完
发后，一个月都不会再理，而是等到“二月二”。

人们为什么都要在“二月二”这天理发呢?传说在这一天剃头，
会使人红运当头、福星高照，因此，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似乎这一天理了发，便讨了好彩头，一
年都顺风顺水。

3、接“姑娘”

二月二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就是接“姑娘”，即娘家人接回
已出嫁的女儿，故有“二月二，带姑娘”之说。苏北人的礼
数多，其中正月里“姑娘”是不能住在娘家的，初二到娘家
拜了年后也必须当天赶回婆家。但到了二月初二，娘家人就
来接女儿回去，住上几天，一是正月里忙活了好长时间，比
较劳累，接回娘家好好歇一歇;二是新的一年刚开始，又要忙
碌了，所以要犒劳犒劳她。

在被接回来的日子里，“姑娘”除了吃喝，就是串门聊天儿，



轻松而愉快。而城里人“带姑娘”则是姑娘、女婿一起带回
来吃一顿丰盛的中饭。此习俗在我国北京及北方大多地区也
很流行，不少地区一直沿续至今。

4、引龙

在山西，最重要的习俗是“引龙”，在晋西北叫“司钱龙”，
二月二早上太阳没出山以前，家家户户都要提桶到河边或井
边取水。汲水时桶里放着铜钱，提上水后边走边洒，到家后
将剩下的水倒入水缸，这样就把“钱龙”引回来了。引钱龙
时不准说话，以免吓走钱龙。

在豫东一带，农历二月二的早晨家家必用炉膛里的灰在院子
里及大门外打囤，即把草木灰放在长柄铁锨上散落成圆圈，
然后圆心处放上不同的粮食，这实际上是庄稼人对粮食丰收
的一种祈愿。

5、祭社

南方“二月二”仍沿用祭社习俗，如在浙江、福建、广东、
广西等地区;此外就是形成了既有类似龙抬头节习俗，又以祭
社习俗为主的新“二月二”习俗，如在桂东客家地区。

土地神古称“社”、“社神”，传说是管理一方土地之神。
由于“地载万物”、“聚财于地”，人类产生了对土地的崇
拜。进入农业社会后，又把对土地的信仰与农作物的丰歉联
系在一起。我国南方普遍奉祀土地神，又称“土神”、“福
德正神”，客家人称“土地伯公”。“二月二”社日习俗内
容丰富，主要活动是祭祀土地和聚社会饮，借敬神、娱神而
娱人。

1、龙抬头日，祝你大展宏图!

2、二月二，愿你一年好运天天笑!



3、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4、二月二龙抬头，福禄寿喜来聚首。

5、二月二龙抬头，愿你们都有精神头。

6、二月二，龙抬头，抬抬头，好兆头。

7、二月二，龙抬头，送来吉祥好运头。

8、今日龙抬头了，预祝大家二月二快乐!

9、坐着“健康”的龙头，疾病从此不再有。

10、坐着“快乐”的龙头，快乐在你心中不肯走。

11、天上的喜，人间的情，都在二月二“牵手”。

12、二月二龙抬头，愿您鸿运当头，来日更上一层楼!

13、二月二，龙抬头，春意浓，握在手，真诚祝福跟你走。

14、二月二，龙抬头，抬出龙运伴左右，抬出吉祥如意好彩
头。

15、二月二，龙抬头，抬起龙头，一声吼。再抬龙头，霉运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