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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21时前后将迎来
“二月二，龙抬头”。届时，东方
苍龙的龙头角宿将从东方地平
线上缓缓升起，状如巨龙苏醒，
昂首向上。

作为我国节令天象中的重
要节点，“龙抬头”一直受到大
家的广泛关注。它指的是啥？
抬头时间有啥讲究？古今有什
么区别？天文科普专家为您揭
开其中奥秘。

“‘龙抬头’源于我国古人
对东方天空中群星形象的浪漫
想象。”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我国
古代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
恒星划分为二十八宿，按方位
可分为东、南、西、北四宫，也称

“四象”，分别是东方苍龙、南方

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龙
抬头”天象中的龙，指的就是东
方苍龙。

依此划分，每宫包含七个
星宿。东方苍龙包含角、亢、
氐、房、心、尾、箕七宿，形态上
看恰如一条巨龙：角宿如龙头，
亢宿似脖颈，氐宿如胸膛，房宿
若龙腹，心宿如龙身，尾宿和箕
宿共同构成龙尾。

“在原始农业时期，古人通
过对星象的观测来确定农耕时
间。‘二月二，龙抬头’反映的是
春耕前后，角宿从东方地平线
缓缓升起的天象。仰望星空，
天上巨龙苏醒，昂首向上；地上
俯身耕耘，万物生长。”王科超
说。

“龙抬头”的时间并非一成

不变。大约在2000年前的农
历二月初二，人们在日落后不
久就能看到“龙抬头”。但如
今，这一景象的出现时间已推
迟至晚上八九点。

为何古今观测时间会相差
几小时？王科超解释道，地球
自转轴像陀螺一样在空间中缓
慢摆动。这一现象被称为岁
差，由于它的存在，同一恒星天
象出现的时间也在缓慢变化。
经年累月，“龙抬头”时间受岁
差影响而逐渐推迟。“大约每过
1000年，‘抬头’时间会推迟1
小时。”

此外，相同的恒星天象在
一天中出现的时间与公历日期
的早晚也有关系。“农历二月初
二对应公历日期比较迟的年

份，迎来‘二月二，龙抬头’的时
间点相对较早，反之则较晚。
比如说，今年农历二月初二对
应公历日期3月1日，大家看
到‘龙抬头’的时间在晚上9点
左右，比去年3月11日的‘二
月二，龙抬头’晚了40分钟左
右。”王科超说。

“龙抬头”也并非农历二月
初二独有。王科超提示，农历二
月初二后近两个月内，公众可在
夜晚不同时段看到角宿从东方
地平线渐渐升起。若想观赏整
条“苍龙”翱翔夜空，需耐心等待
至公历7月中旬至10月中旬。
那时人们入夜后抬头仰望，就可
以看见七宿连成“巨龙”横亘天
空。（新华社南京 2 月 27 日电  
记者 王珏玢  朱筱）

3月1日21时前后
迎来“二月二，龙抬头”

乙巳元宵
杨光军

溢彩流光靓小城，万家烟火沸欢声。
枝头萌绿寒将去，窗外披银月正明。
惯看舞龙掀岁序，常思走马乐升平。
人生灯谜或相似，射覆今宵别样情。

元夕
马明德

蒲湖冰镜月华悠，龙舞灯驰意未休。
玉兔憨萌添韵趣，谜笺巧设惹凝眸。
八仙似踏云楼越，九宇遥连夜色浮。
火树银花浑不寐，人间盛景此时留。

中海公园观灯
韩淑静

桥通天地夜分明，焕彩联翩喜气盈。
灯海阵中游客醉，情人岛上火龙行。
殷殷叫卖闻高岸，楚楚风光靓古城。
水映星河诚若是，灵虚殿里散华琼。

如梦令•蒲湖赏灯（新韵）
戴奎华

湖岸龙蛇相映，楼榭鸟花似影。
谜者入谜团，何处红尘仙境。
逐梦，逐梦，蒲水春潮涌动。

黄河楼灯会有感（新韵）
李建祥

红蕊迎春紫气来，彩灯密布暖风裁。
龙辉人海欢声起，蛇瑞星辰喜色开。
巧遇幼童吟律趣，欣逢老叟诵词怀。
汤圆美酒添佳兴，乐地围炉醉满腮。

如梦令•元夜（新韵）
高惠娟

一缕春风拂动，万盏彩灯辉映。
月下又重逢，宛在星河圆梦。
赏景，赏景，花海人潮逐胜。

岁杪有慨（新韵）
王涛

银蛇吐瑞漫天巡，四季轮回又始新。
万里山河妆锦绣，全家老少悦晨昏。
穿肠酒肉今增岁，刻骨饥寒昨覆尘。
盛世得来诚不易，团圆莫忘敬忠魂。

元夕
李雷

又是一年元夜时，庸人佳节岂相宜。
看花常盼花开早，爱月偏嫌月上迟。
淡酒香风空怅恋，青灯黄卷枉凝眉。
平生不喜喧嚣处，管那金龙舞与谁。

元宵节抒怀
唐作文

华灯熠熠月如韶，街巷含情韵自娇。
老叟捻须猜谜底，顽童逐戏闹元宵。
花燃绮梦欢颜绽，龙舞祥城瑞气飘。
尽享团圆何惧晚，暖怀驱散夜寒潮。

〔中吕•醉高歌带过喜春来〕
闹元宵
宁治国

龙灯锣鼓欢娱，扮戏高跷艳舞。
悟空八戒秧歌步，满道欢声笑语。

连台大戏添嘉趣，震耳高腔飘四隅，
苍颜眯目赏仙姝。宫调住，赞誉满归途。

人月圆•元夕（新韵）
高秀娟

一堂笑语一樽酒，天上月相酬。
华灯竞彩，流光闪烁，无寐无休。
行人济济，街兴市旺，百姓方求。
与春共祝，其情长有，此景长留。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连
续拿六次全省先进，足以说明
成绩过硬，堪当示范标杆。
2019年被评为“山东省诗词工
作先进单位”以来，至2024年，
滨州市诗词学会实现“六连
冠”，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在滨州市诗词学会第五届
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华诗词学
会副会长、山东诗词学会会长
赵润田说：“滨州市诗词学会现
有400多名会员，无论是会员
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大家的水
平还是业绩，在山东都属于第
一方阵。”

那么，这个全省“六连冠”
是怎样炼成的？当下，滨州诗
词界呈现什么格局、面貌、趋
势？

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追
问、解答、品味。日前，滨州市
诗词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举行，对滨州诗词事业进行了
一次系统、全面展示，对上述问 题作了解答。借此，让我们一 起来触摸滨州诗词“真相”，以 及学会近年来的发展历程。

拥有团体会员16个、个人会员459名，两人获评“山东省优秀诗人”

悠久的历史，赋予滨州诗
词深厚的底蕴。

赵润田认为：滨州是一方
诗情画意，诗人才子辈出的沃
土。在齐鲁诗词乃至中华诗词
发展史上，滨州都占有重要地
位。滨州有范仲淹、骆宾王生
活的足迹。本地人才辈出、代
有名家，如南北朝诗人任昉；唐

代小说家兼大诗人段成式；明
代大诗人、兵部尚书杨巍，抗倭
名将、诗人董邦政；清代杜氏家
族大诗人杜堮、杜受田，他们在
诗词史上占有或者应该占有重
要地位。

同时，滨州经济社会发展
成绩喜人。目前，滨州有67项
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列全球

或全国第一，许多方面工作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位居前列。滨
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为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厚的
滋养和不竭源泉。

今天，滨州市诗词学会有
多少成员？有何基层组织？

该学会坚持每半年发展一
次会员制度，在原有3个诗社

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杏林、渤
海、文苑、木兰花、荷雅风清、老
干部6个诗社。目前拥有团体
会员16个、个人会员459名，
诗词爱好者队伍不断壮大。目
前，滨州已有两人获评“山东省
优秀诗人”。

在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方面，学会注重三个“着力”

着力建设创作培训基地
——继山东友发水产集团、韩
墩灌区渠首、狮子刘村之后，又
为邹平市大马峪红色文旅基
地、山东在御文化传媒等授牌

“中华诗词楹联创作基地”，还
在市图书馆设立了“中华诗词
教育培训基地”。

着力融入主流媒体——在
滨州网设有“滨州诗词”板块，
在《滨州日报》开设“黄河三角
洲诗词”专栏，自2023年3月
专栏设立至今已发稿40期。

着力发挥网络平台作用
——《黄河三角洲诗词周刊》每
周一期，《诗社互联》半月一期，
《佳作选评》《滨州散曲》《女子

诗苑专辑》每月一期。每年合
计发表会员和市内外诗人诗词
曲联等作品3000余首。各县
区学会、市直各诗社在各自微
刊中发表作品万余首。每年年
终，精选会员作品，出版纸质会
刊《黄河三角洲诗词》。

同时，学会注重编纂大型
诗集。《诗话滨州》编辑工作自
2021年启动，是滨州市诗词学
会10年来继《滨州百年诗词
选》《渤海魂诗选》后又一重点
工程。全书收录了全国各地
200余位优秀诗人的近千首诗
词作品，是近年来全市中华诗
词研究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

2021年，在山东诗词学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诗词大赛中，滨州有13位
诗友获奖，获奖人数在全省列
第三位。

2022年，在全省“喜迎二
十大，诗词颂华章”征文和山东
省首届“献给母亲河”诗歌征文
活动中，滨州市诗词学会会员
获奖作品分别占设奖总额的
14% 和 25%，学会荣获全省

“献给母亲河”诗歌征文活动组
织奖。

2023年以前，《历山诗苑》
每年评选20首优秀作品，我市
均有2至3首入选。我市作者
马明德的诗词论文载入《全国

第三十六届中华诗词暨王渔洋
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后又选入
《中华诗词》杂志。

2023年，在山东诗词学会
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开
展的“黄河诗词大会”征文活动
中，我市获奖作品比例占总奖
项的16%。

2024 年，滨州网发表 12
辑《佳作选评》，其中2期被中
华诗词学会评论专委会主办的
公众号选发，1期被中国作协
主办的《中国诗歌网》选发，在
全省赛事中滨州作品多次力拔
头筹。

坚持党建引领，把助力滨州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
期，滨州市诗词学会党支部鼓
励大家投入战斗，发表了千余
首抗疫诗词，并组织网上捐款
活动，一天时间，市区就有94
名会员参加，共捐款 11500
元。

围绕庆祝建党百年和党的
二十大主题，2021年 4月初，
滨州市诗词学会启动了滨州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渤海银辉杯”诗词大赛；举办
了滨州市“喜迎党的二十大”诗
词征集活动，并邀请省内诗词
专家进行终评；举办了滨州市

庆祝党的二十大诗词征文颁奖
暨朗诵会；

围绕黄河文化主题，滨州
市诗词学会会同市书协、市美
协共同开展了“诗书画写母亲
河”活动。《诗书画写母亲河》一
书收录诗词作品72首、美术作
品69幅、书法作品44幅，集中
展示了近年来我市诗书画创作
的最高水准。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5
周年主题，滨州市诗词学会与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市老干部
诗社联合举办滨州市庆祝新中
国成立75周年诗词创作大赛，

评出22名等次奖和19名优秀
奖。

滨州市诗词学会坚持开展
“六进”活动，把诗词宣教作为
重要职责，组成诗词宣教团，每
年暑假开办辅导班，受训400
多人次。2020年举办了“桑榆
伴成长”诗词班，受到广泛欢
迎。持续到各机关、社区、学
校、企业、农村参观采风，还帮
促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等单位
建立了基层诗词组织。

从2023年底开始，滨州市
诗词学会与市老字号协会携
手，历时9个月，走进遍布全市

7个县（市、区）的老字号企业，
创作诗词曲联近800首，编辑
出版了《滨州老字号清韵》精品
诗集。

下一步，滨州市诗词学会
将做哪些工作呢？

第五届滨州市诗词学会会
长杨光军介绍，将重点做好四
方面工作：党建引领，进一步擦
亮工作品牌；活动搭台，进一步
推出精品力作；人才优先，进一
步打造组织文化；协作助力，进
一步提升服务层次，把学会办
成全市诗词艺术爱好者的温馨
和谐之家。

滨州诗词工作全省“六连冠”
是怎样“吟诵”出来的？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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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诗词学会积极组织开展诗词教育培训活动，用诗情画意点亮市民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