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抬头节等，是个以
观察天象变化为基础性的民俗节日。

有哪些吉祥寓意？

“龙抬头”是“二月二”的又一称谓，其吉祥寓意是
伴随天象和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节俗活动而来的。
就前者而言，因东方苍龙第一宿的“角宿”初升，其期
在惊蛰和春分间，意味着龙将担负行云布雨之责，并
由此引动万物复苏，农耕顺利以兆丰年。

自中唐以来，“龙抬头”之日人们不仅会出门踏
青，还会在此时挑采野菜，《秦中岁时记》中记载：“(长
安)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晚唐及之后的“龙抬
头”，又在挑采野菜的同时被赋予“迎富”“送穷”的美
好寓意。北宋时，出现一种名为“迎富贵果子”的食
物，人们以吃这种食物来祈福迎富。

“龙抬头”的“龙”指什么？

有观点认为，“龙抬头”具有一定的自然崇拜性，

但这里的“龙”并不是平常所说的“龙生九子”的龙。
古人通过观察自然天象，发现二十八宿之东方七

宿所构成苍龙的第一宿——角宿，在惊蛰和春分间逐
渐从地平线升起，认为此时东方苍龙开始觉醒，即将
担负起行云布雨，助力谷物生长的责任。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对星宿之龙的形象化创
造，也逐渐同民间信俗中的“龙”或“龙王”相融。

“二月二”为何要理发？

当“龙抬头”之日到来之时，人们不仅祭龙以求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还会将自己同“重新升起”的东方
苍龙加以类比，以期“从头开始”，焕然一新。人们常
把此时儿童理发叫剃“喜头”，寓意健康成长，日后能
出人头地；成年人理发，则有顺心如意之意涵。

“二月二，龙抬头”彰显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自
然天象。正月里的禁忌繁多，正好借“理发”打破这些
禁忌，以全新的面貌、抖擞的精神步入春耕，则是人们
此时最迫切的努力方向。

有哪些特色饮食？

“龙抬头”之日的特色饮食多种多样，流传着很多
饮食谚语或俗语。如“二月二吃水饺，百病惧龙体外
跑”“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等。

有“二月二，吃龙食”之说，即把该日所吃食物以
“龙”命名，如春饼或煎饼称“龙鳞饼”；面条叫“龙须
面”。这两种食物在《燕京岁时记》中即有记载。此
外，还把水饺称“龙耳”；馄饨或桂圆叫“龙眼”；云吞面
为“龙戏珠”等等。

还有“二月二，炒料豆”的习俗。此处的“料豆”有
两种，一是用沙土干炒黄豆，豆熟即可食用；一种是把
炒熟的黄豆倒入熬好的白糖浆中继续熬制成块。这
种食物土语称“蝎子爪”。给小孩食用，传说可免除蛇
虫鼠蚁等“五毒”侵害。

总之，“龙抬头”寄托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体现了中国人基于自然规律的社会建设和人文创
造。 （来源：新华社）

“ 龙 抬 头 ”的 节 俗 知 识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倡议于2013年秋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建设
的不断推进，为华文教育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带来新
契机，也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共推“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华文教育持续发展？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华文教育联盟（简
称“丝路华教联盟”）秘书长胡建刚近日就此接受专
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丝路

华教联盟在厦门成立。这是怎样的一个社团组织？
它的成立有何意义？

胡建刚：2023年 12月 16日，丝路华教联盟在
厦门成立。联盟由福建省侨办、侨联、省教育厅、省
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华侨大学发起，在友好协商、合作
发展的前提下，联合国内学校、海外华校及华教组织
自愿成立，是一个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成立丝路华教联盟，是为了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海丝”沿线国
家华文教育机构深度合作，在教师培训、人才培养、文化
体验、校际交流、资源建设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记者：“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走过了怎样的一段
路？

胡建刚：“海丝”沿线国家，是中国人海外移民最先抵
达的地区，也是海外华文教育萌发之地。

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最早华文学校，是1690年创
办于印尼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明诚书院。新加坡的萃
英书院成立于1854年，办学时间维持了百年之久。马来
西亚槟城孔圣庙中华学校的礼堂内，至今仍悬挂着清朝
光绪皇帝的御赐匾额“声教南暨”。

“海丝”沿线国家的华文教育，走过了一段从华侨国
民教育到中华语言文化民间教育的历程。最早的华文教
育，是华侨在海外对子弟进行的综合素质教育，是中国国
民教育在海外的延伸。

几百年来，海外华文教育始终秉持无私奉献、传承中
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记者：“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呈现哪些新特征和
新需求？存在哪些难点？

胡建刚：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走深走
实，“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呈现四个特征：

一是华裔子弟与当地友族子弟并重。一方面，越来
越多的本地人子女进入华文学校学习；另一方面，随着更
多的国家把中文列为中小学的可选修外语之一，越来越
多的所在国主流学校与华文学校合作，开设中文课程。
例如，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华侨中文学校，已为当地三所大
学开设汉语课，每年修读汉语课程的墨西哥大学生达
400多人。

二是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并进。华文教育有助于海

外华裔青少年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积极吸收中华
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华文教育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的重要载体，成为他国民众认知、理解、欣赏甚至认
同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德国法兰克福华茵中文学校荣
获2020年法兰克福融合奖，成为首个荣获该奖项的亚裔
团体，就缘于该校在给法兰克福不同族群孩子教授中文
的同时，重视师生多元化、文化活动多元化以及社会交往
多元化。

三是语言文化与职业汉语并行。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推进，对以汉语作为职业用语的国际职场人士的
需求越来越大，汉语的应用价值不断提升。基于此，“海
丝”沿线国家华文学校应主动介入“华文+”职业汉语教学
与培训，培养职场汉语人才，为共建“一带一路”培养海外
急需的华文人才，并使之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

四是实体课堂与“云课堂”并存。新冠疫情暴发期
间，“云课堂”“云校区”等成为华文教学的主流形式之
一。进入后疫情时代，虽然“海丝”沿线各国分阶段、分步
骤恢复了线下实体课堂华文教学，在线教学也保留了下
来。面向无华校地区的生源开展华文教学，或需聘请异
地异校优秀师资进行教学时，线上教学具有独特优势。

同时，“海丝”沿线国家的华文教育，也正面临着华文
教师数量存在缺口等问题。此外，诸多在线青少年教育
机构转战海外中文培训赛道，借助信息化技术快速拓展
中文教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传统华文学校的
办学空间。

记者：如何共推“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胡建刚：针对以上新需求与新问题，建立一个面向

“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领域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平台，
就非常有必要。秉持“互助、共享、双赢”理念，才能有效
打通“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发展的堵点。

为此，丝路华教联盟将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助力联盟成员单位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优秀师

资力量共享。组织海外盟校教师、管理人员到国内盟校

培训、进修，选派国内优秀教师赴海外盟校讲学、授
课，提升“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稳步推动丝路华教联盟师资信息库建设，实现师资
共享。

二是大力推动成员单位之间开展交流合作，举
办华文教师“手拉手”、华裔学生“面对面”等活动，促
进海内外师生加强了解、增进友谊。推动国内学校
与海外华校缔结姊妹学校，开展校际交流合作。截
至目前，联盟已推动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菲律
宾华教中心签署了“华文教育+职业教育”合作备忘
录，有10余组联盟成员分别签署了华文教育校际合
作协议。

三是了解一线华文教学需求，针对性进行教学
资源建设。共建共享反映中华文化、“海丝”文化、福
文化的微视（音）频，开设“丝路华教·八闽微课堂”。
与海外成员单位深度合作，完善、研发针对不同国家

的本土化华文教材。研发华文教育智能化产品，支持华
文教育机器人“出海”，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信息化、智能
化。

四是加强学科建设，开展华文教育研究工作。每年
举办一届“丝路华教研讨会”，海内外联盟成员单位轮流
举办，开展华文教育研讨，为联盟成员搭建研讨与交流平
台。设立调研性华文教育专项研究课题，重点支持海内
外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研究，形成一批有应用价值的智
库型研究成果。

记者：华文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胡建刚：华文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大力推动

华文教育产业化、中华文化传播社区化两个方面大有可
为。

推动华文教育产业化，必须引导、支持联盟成员与走
出去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加强联系，精准把握各类
企业需求，为在地化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全口径、定制式
的语言文化系列服务。在此基础上，倡导联盟成员强强联
合，资源共享，协同制定行业标准，共创华教产业品牌。

一所华文学校，就是一个中华文化中心，具有社区型
文化传播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接受度。“海丝”沿线国家
华文学校须基于多元文化理念，打造中华文化社区传播的
本土化品牌项目，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的
交流互鉴，持续为共建“一带一路”架起“民心相通”的桥
梁，夯实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

受访者简介：

胡建刚，教授，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华
文学院副院长，丝路华教联盟秘书长，长期致力研究海外
华文教育。曾主持东南亚华文学校比较研究、21世纪华
文教材的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等10多个科研项目，主
编或参编《华文教育概论》《华文教材教法》等专著和教
材。

（来源：中国新闻社）

胡建刚：共推“海丝”沿线国家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2023年“华文教育·华文教师”研习班走进福建漳州龙人古琴
文化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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