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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比“百花娘子”更悲催的：在享受她“贡献”的姹紫嫣红
后，人们却始终“记不准”她的生日，究竟是农历二月十二的今天，还
是已经过去的农历二月初二，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农历二月十五？

初二、十二、十五，傻傻分不清

“百花娘子”生日，一听就是很接地气的叫法。这个日子，在过
去文人墨客的口中，通常被称为“花朝”。

这个日子到底是有多难“记得准”？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浙
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周东旭说，光在宁
波本地，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明末清初甬上学者高宇泰所撰的《敬
止录》中说宁波的风俗，“（农历）二月初二，俗谓之百花娘子生日”；
同样的提法也出现在《象山县志》中，“（农历）二月初二为花朝”。

翻开民国的《鄞县通志》，“百花娘子”的生日则被改到了农历二
月十二。明末余姚人朱舜水的《朱氏谈绮》却说，“花朝，（农历）二月
十五”；张延章在《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也说，“二月百花生日临，妇
女十四作停针”。“如果‘十四作停针’的话，花朝应该是农历二月十
五。”周东旭说，偏偏《宁波老俗》在“十四”后面打了一括号，说应为

“十二”。

名副其实的“女王节”

放到现在，“花朝”就是眼下电商们倾力打造的“女王节”“女神
节”，而且“货真价实”。相传，“花朝”作为一个节日盛行，始于武则
天执政时期。武则天嗜花成癖，每到农历二月十五这一天，她总要
令宫女采集百花，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糕，用花糕来赏赐群臣。上
行下效，“花朝”开始在民间流行。

有据可查的“花朝”习俗也多和女性有关：《象山县志》上说，“妇
女集资煮天外饭，杂以菜食之。谓令人聪慧”；《鄞城十二个月竹枝
词》中也有“闺女露天烧点心”的说法。

在民间，这一习俗被称为“吃露天米饭”。据说，烧开锅后，要先
取米饭抛撒空旷的地方喂鸟雀，好让鸟雀捎信给“百花娘子”，祈求
灵聪。周东旭还说，按旧俗，每年到了“花朝”，少女们会用绸缎、丝
线、棉花缝做百花娘子小布人，以祈求聪慧美貌；妇女们则会停针
绣，将绣花绷子供于桌上，举烛焚香膜拜。

此外，《清嘉录》中也曾提到有“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粘花枝上”
的习俗，谓之“赏红”。

是否有望重新成为“爆款”？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被武则天“青睐”的“花朝”，可是跟“正
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同等重要的传统佳节。

晋人周处所撰的《风土记》一书就有记载，“浙间风俗言春序正
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明人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中也说，“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半，故以
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

曾经那么重要的节日如今过得“惨兮兮”，或许跟其本身的特性
有关。这是一个应季而生的节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人们对
自然变化的关注不再像农耕社会那么高，再加上缺乏必要的节庆食
物和商品的传延，节日本身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习俗，“花朝”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统
就是游春踏青赏花。每逢此日，文人雅士便会邀上三五知己，赏花
之余，饮酒作乐，互相唱和。据传，宋朝开封一带的“花朝”曾流行

“扑蝶会”，是颇有趣味的民间游艺活动。
踏青游春，这跟时下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还是蛮契合的，不

知道是否能成为“花朝”“咸鱼翻身”的又一个风口？
记者 石承承

今天是农历二月十二，传说中的“花朝节”

看尽万紫千红
可曾记得“贺花神”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桂小涵） “和谐音符奏响最美港
城！江北音乐港欢迎您！在您周边有宁波大剧院、北岸星街坊、绿岛
公园和世贸日湖中心等停车场提供停车服务。”前天，王女士开车到江
北音乐港片区办事，正愁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时，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
信。

今年，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继续推进政务公开
模式，积极尝试创新公开载体，通过多种渠道打造政务公开网络，目
前已初步完成从“窗口端”到“电脑端”再到“手机端”的三维拓

展。为了更好地解决停车难问题，科学规划区内各停车场的停车空
间，方便车辆合理停车，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推出微停车服务系统。

微停车服务系统是政务服务“手机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进
入江北特定区域，即可通过移动终端接收到服务短信，获取周边区域
停车场信息，市民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停车场就近停放车辆。

据介绍，短信服务的提醒范围主要包括来福士广场、老外滩商
圈、音乐港片区和江北万达广场商圈等片区。经过前期排查，该局梳
理出区域内的公共停车场共23个，停车位5000余个。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25℃~27℃！不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
否能刷新今年以来的纪录，近期我市的气温都会像脱缰的野马一
样跑起来。

早在3月初，我们曾经历过一次大回暖：3月4日，最高气温
一度骤然飙升至26.3℃；与此同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第二
天，我市的最高气温就“一泻千里”，跌至9.9℃。

这次大回暖，不会重蹈覆辙。从目前预报看，未来10天，除
4月5日到6日或有一次降水过程外，其余时段都将以多云天气为
主；未来七天，除3月底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回落至21℃~22℃外，
其余时段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25℃~26℃。

更让人心安的是，未来天气，无论最高气温如何波动，最低
气温都将稳定在10℃以上。可以这样说，冬春之交的短暂回暖已
经告一段落，季节变化带来的升温已经是大势所趋。

“这回终于可以把冬天的衣服都洗洗晒晒收起来了。”一定有
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想法。且慢，虽然升温是大势所趋，但“小插
曲”还是在所难免。

中央气象台说，从昨天开始一直到4月初，冷空气可以说是
“接踵而至”。只是前几股冷空气“实力”不够，不会给我们带来
影响；需要提高警惕的是4月4日前后的那股较强冷空气，它将自
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尽管中间还隔了一段时间，但从目前的预报看，这股较强冷
空气可能给我市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届时我市的最高气温有很
可能跌回至“1”字头，最低可能只有12℃左右。

当然，哪怕天再冷，像羽绒服这样的可能也是用不上了，至
于大衣和厚外套，还是再放一放吧。

25℃~27℃！
这回终于持续回暖了
不过4月上旬还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

江北微停车服务系统上线

进入特定区域就能收到停车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