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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口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平

获悉湖口县民间文化普查资料即将结集出版，甚为欣慰。湖口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这次民间文化普查成果凸现出灵秀湖口之魂脉，吹起湖口一片古朴之风。

近几年来，湖口经济快速崛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社会文明日臻完美，文

化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为湖口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湖口的民间文化是当地民间智慧之结晶，是湖口处在特定地域酿就的文化雅

韵之遗存，是湖口民间的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旺盛之体现；湖口民间文化是

湖口人民世代相承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镌刻着历代

湖口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观和审美情操。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自己

的民间文化，对于建设新湖口，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全面

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年我县大规模大手笔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工程，可谓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抢救性、基础性价值的工程。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

一次大搜集大整理，更是助推湖口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次伟大实践；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次对世代湖口人民聪明智慧的总结和

提高，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发展源泉；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项具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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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文化气息的繁巨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多种效能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次

民间文化普查任务繁重，影响深远，规模巨大，效益显著。本丛书印证着我县民

间文化普查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拓性地开展民间文化普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众多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的贤人智士辛勤地奉献了他们心血和汗水。我谨向参与民间

文化普查工程的诸位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县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是我们对湖口民间文化采取抢救保护措施的一次

有益尝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实践证明，民间文

化普查的成果必将为湖口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些民间文化瑰宝

的呈现，必将进一步丰富我县的文化内涵，必将唤起我县人民塑造优质文化生态

文明的意识，必将增添我们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必将激发出文化

的生命力，迸发出文化的创造力！

是为序。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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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湖口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鼎盛，正是湖口奇峭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积

淀，千百年来在民间孕育着、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古老传说、神奇故事和民歌民谣。

2014年，湖口县启动了民间文化普查工作，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文

化工程。历时半年的搜集整理，现将文艺篇呈现在大家面前。

本篇收集的资料来自基层，来自民间，注重保持原汁原味，注重湖口地方特

色，注重民间文化内涵。文艺篇共收集民间故事及传说80余篇，民谚民谣近500

条，民歌近50首，民间美术2篇。这一次收集的民间故事及传说中有反映斗智斗

勇的，有带传奇色彩的，有优美神话，有革命斗争故事，有名人传说，有地名典

故，有文化笑谈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脍炙人口。民谚民谣反映出世世代

代湖口人民生产生活的技巧，诙谐幽默。本篇中的民歌突出了在民间传唱的更具

湖口特色的民间音乐符号，这些民歌歌咏爱情，歌颂生活，歌唱劳动；民间美术

仅收剪纸和瓷板画内容。这些都是湖口民间文艺的结晶，它得益于全县广大民间

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无限执着和息息传承，得益于讲述者、搜集者、整

理者的共同努力，得益于基层普查员、普查指导员以及普查组织者、实施者的艰

辛劳动。

湖口民间文艺作品多姿多彩，它是民间文化的瑰宝，是世代湖口人民智慧的

结晶，这次搜集整理的成果必将为进一步增加湖口的文化底蕴，必将为湖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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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源泉，必将为湖口的全面发展提供一定的文化支持。本篇收集的作品犹

如湖口民间文艺作品的沧海一粟，且原在其他刊物等已出版的经典故事、民歌等

均未收录本篇，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繁重，难以得到全面展现，客观上也存在瑕

疵，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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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故事及传说

鸟　杀

一

光绪二十四年，鄱阳湖沿线大旱。禾苗干枯，野无青草，民多殍亡。

江西巡抚紧急上书求助。朝廷下旨，命江南安庆府调运漕粮一万石，分装

二十漕船驰援九江府赈灾。

负责押送粮船的是安庆府漕标运千总白献祠，除二十艘运粮漕船，白献祠另

乘一艘铁舰，率二十名绿营兵开道。浩浩荡荡，日夜兼程溯江而上。

湖口骆知县早得到探报，这天一大早，他就率队在石钟山旁恭迎。此时正值

深秋，湖面上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白献祠令船队拢岸，也不下船，只站在船头双手抱拳，喊道：“骆大人，恕在

下无礼！公务在身，容不得耽搁。”

骆知县见状，忙登上一艘停在岸边的小船，亲自将早已备好的酒菜送到白献

祠船上，说：“白大人为救我等于水火，沿途劳顿，卑职感激涕零。”

白献祠摆摆手说：“你我都是为皇上效命，不必客气。且留下四船粮食以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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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急，我等还要前行送粮，就此别过。”

骆知县迟疑地说：“白大人，是否让我属下捕盗营卓捕头带些捕快随行护送船

队出境？”

白献祠眼睛一瞪，问：“怎么，辖内不太平么？”

骆知县支吾：“一向很好。只是因近年天灾不断，境内湖上才生出了两大祸

害，恐怕白大人不提防。”

白献祠重重地“噢”了一声，说：“那倒要说来听听。”

骆知县说：“此去必经我县的鞋山。此山方圆不足一里，无甚人烟，却四面

环水，非常险峻。山中一直盘踞大量苍鹭。太平年月，这些苍鹭主要以湖边滩地

的小鱼小虾和野生植物为食，有时也袭扰过往商船、渔船，但只要过往船只过山

时，备上一些谷物或吃食，边走边抛，便可保无恙。只是今年大旱，湖滩可吃之

物几近枯竭，而过往船只上的人有的连自己都没得吃，哪有多余的喂鸟，才发生

了几起群鸟伤人事件。因此，过往渔夫、商贾将那些苍鹭称之为湖上一害。”

白献祠闻言，哈哈大笑道：“这倒有趣，那些鸟儿也知道占山为王了。但我有

如此众多粮食，还怕喂不饱它们？无妨，无妨。”

骆知县连声：“那是，那是。只是提醒大人。”

白献祠接着问：“那还有一害呢？”

骆知县说：“自去年开始，有一伙贼人聚啸湖面，达六十余众，为首者叫马

占帮，四十出头，外号‘马屠夫’，杀人不眨眼。这些湖盗以地广人稀的屏峰湾

磨旗墩为老巢，经常出没在鄱阳湖上，抢劫过往渔船和商船。卑职虽多次组织清

剿，无奈他们利用水上复杂地形，一次次均得以逃遁。”

白献祠愤慨地说：“大灾当前，这等鼠辈，竟如此猖獗。如若被我遇到，定叫

他们有来无回。”

骆知县说：“大人还是小心为是。我属下卓捕头与贼人多有交锋，深知其习

性，还是让他率人随行护卫吧。”

白献祠摆手：“不必，我这次专门带了二十名火器营的兄弟护卫，还怕他们几

个毛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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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知县无奈，只好说：“既如此，在下也不耽搁大人时间。恭祝白大人一路顺

风。”

白献祠一声令下，铁舰之上响铳三声，船队“哗啦啦”扯帆离岸。

二

船队进入鄱阳湖腹地，周遭雾气腾腾，仿如人间仙境。

突然，船舷持单筒望远镜观望的副将报告：“白大人，前方急转弯。”

白献祠凝神一望，前方七八十米处，有一山丘蜿蜒着伸入湖中，使得湖水

在这里蓦地拐了一个大大的弯。正常情况下，船队应及早转入湖中行驶，绕过弯

道。但因今日雾气太重，到了近前才发现这一情况。

此地是距湖口县城十几公里的一处水域，叫大洼口。湖畔的雁列山有两处山

脊如椅背扶手伸入水中，从而在其中形成了一片平坦宁静的港湾。

白献祠急忙下令：“船队偏航，绕过此山。”在领航铁舰的带领下，船队开始

缓缓转向，但因船队已临近前方山丘，一时也只能贴着山丘缓缓前行了。

过了山丘，视线才重新开阔起来。朦胧中，只见前方有两只渔划子正横亘水

面，一船一名精壮的男子，两人均光着上身，戴着斗笠，正拉开一张长长的网片

在下网捕鱼。

有兵勇在船头叫道：“喂，见了赈灾船队还不快闪开，找死呀。”

没想到，那两渔民却无动于衷，仍然不紧不慢地扯着网片。铁舰避让不及，

直撞在横在湖中的网片上。几乎同时，那俩汉子一跃而起，跳入水中。

缠在船头的网片虽被撞得支离破碎，却仍然牢牢挂着，令船几乎停止不前。

看来，网片两头是用木桩固定在湖底的。见状，白献祠暗叫一声：不好。正要下令

全速冲过去。突然听到凹进去的港湾内一声铳响，接着一片喊杀声，冲出十几只

渔划子，每船之上均站着三四个赤裸上身、手持钢刀或梭镖的汉子。

“有埋伏！保护粮船。”白献祠大喝一声。无奈事出紧急，距离又太近，

船上兵勇尚未反应过来，那些湖盗已经冲到近前，一个个龙腾虎跃般上了铁舰，

双方展开了肉搏。此时火枪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湖盗又凶猛无比，兵勇虽奋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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