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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是山是水是乡愁 ( 总序)

在这个秋雨暂歇的午后，趁着难得的小憩，翻开了安昌河送来

的一份“重礼”———三卷《安县民间故事》。在层云间偶然露面的

秋阳里，翻开质朴的洁白书页，迷人的书卷气息顿时胜过了窗外湿

润的丹桂芬芳。

早就知道安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但从未料到居然丰富到如

此境界: 高川卷《小西路传说》共有大小传说 35 个，千佛卷 《千

佛山故事》有传说 49个，沸水卷《沸水庙传奇》有传说 53 个。大

到整个乡镇的来历、每个村子的由来，小到一个河滩、一棵树的故

事，章章精彩，篇篇生动，宣扬了真善美，惩治了假恶丑，真正是

“这里的石头也会唱歌”。

感谢安县这些踏实做事的文化人，通过长年累月的乡野调查，

对全县民俗、民谣、民谚以及各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

文化表述形式进行总结性的搜集整理，并通过适当文学加工，使之

成为具有大众审美情趣和承载典型中华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作品。

以此把各地山山水水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把祖辈们口口相传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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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往事、旧事保存给后辈们看，把安县传承千百年的旧时光和老

味道镌刻成安县人熟悉的记忆与乡愁。

作为第一个自发开展如此科学细致、系统全面的民间文学搜集

整理活动的民间文化团体，安昌河工作室在今年春天开始运作，在

秋天就结下硕果。所有故事的整理和再创作，都遵循传播了中国传

统道德理念，注重了川西的地域和语言特色，有较高的保存研究价

值。此次出版《安县民间故事》第一辑三卷书稿，工作室还将继续

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分卷，对其他 15 个乡镇的民间故事进行采集和

编撰。

我们期盼着，每一个安县人的书架上都早日摆上一整套 18 本

的《安县民间故事》。让我们在传世书香中，共同铭记安县的山山

水水、爱与乡愁。

是为序。

中共安县县委书记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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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沸水明天更美好 ( 代序)

2014年 4月，组织安排我到国药之乡沸水镇工作。

沸水镇位于龙门山脉中段，属古西充国县治所在地，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历史，境内有西南第一泉———沸泉，从古人聚沸泉而居开

始，一直就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沉淀着浓郁的巴蜀文明。

今年 7月，安县本土作家安昌河率安县民间文学采集队进驻沸

水，挖掘整理沸水民间文学，这是造福一方，泽被后世的大事。盛

夏酷暑，采集队员们每天顶着炎炎烈日，走村串户，采访老人，搜

集素材，然后再对搜集到的各种传说进行文学加工，使之成为优美

动人的民间故事。沸水属偏远小镇，条件艰苦，但采集队一行人没

有怨言，吃苦耐劳，苦战一个月，汇成《沸水庙传奇》一书。

翻开厚厚的《沸水庙传奇》，书中收录了沸水镇民间流传久远

的故事、传说 68篇。每一篇都那么精彩生动，每个故事都讲述了

做人的道理，传承着乡野区分善恶、辨明是非的朴素理念。

沸水的历史，民风民情，稗官野史，在这部书里一一呈现，大

至仕途险恶，小至乡野斗嘴，上通神仙论道，下达黎民智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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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翔实。

首篇《沸泉的传说》，将“西南第一泉”沸泉的来历用民间故

事加以演绎，为沸泉蒙上神秘色彩。沸水酿酒工艺源远流长，最有

名的邓家烧坊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故事《邓家烧坊》详细地记录了

沸泉酒的百年沧桑，沸泉酒的远近闻名也和这些神秘的民间故事分

不开吧。众多的庙宇也是沸水独有的文化现象，沸水镇更多地被人

们称之为“沸水庙”。每每逢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聚集在一

起，点上香蜡，烧上纸钱，燃放鞭炮，庙会热闹了乡村，丰富了村

民生活。这本书里有不少篇章与庙宇有关， 《王爷庙》 《红庙子》

《倒着庙》《茅安庙》《雷音寺》《观音阁》……故事神奇曲折，寄

托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沸水镇山清水秀、风物优美，当年拍摄《西游记》时就曾在沸

水境内的白水湖取景，留下了 “绿岛浮碧波，鸥鹭自悠然”的佳

句。随着《西游记》的热播，沸水美景也逐渐闻名遐迩。

掩卷沉思，在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沸水工作两年来，一心为

着沸水谋发展，也取得了不错业绩，但没有想到，沸水镇居然还拥

有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沸水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还传承着深厚

的地域文化。感叹、感动之余，更觉得在这个地方工作，与这里的

人民为伴，是一种骄傲，一种幸福。

每日早晚逛于田间路边，逢人打个招呼，拉拉家常，听下故

事……时间久了，朋友也多了，大家亲如一家。沸水这方土地，有

着丰厚的文化滋养，如今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沸水的明天，一定

会更美好!

安县沸水镇党委书记 高银兵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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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泉的传说·

沸泉的传说

讲述: 张清祥，70岁，
现居沸水镇粉店街。

整理: 舒雁

沸水镇因沸泉而得名。沸泉远近闻名，为西南第一泉，有不少

外地人到此，就是为了来看看沸泉。沸泉就是一股泉水，终年不

停，源源不断，从水下冒出泡，就像煮开了的水一样，还听得到咕

咚咕咚的响声。关于这沸泉，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有一片小海子，方圆七八平方公里，距东

海有着上万公里的路程。传说东海龙王的儿子小龙王，从小调皮，

生性好玩，不理正事。渐渐长大了，调皮的性格有所收敛。老龙王

为了让儿子能有所锻炼，就把他放在沸水的这个小海子里，让他为

这里带来风调雨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小龙王来到这片小海子，建起了小龙宫，他管山管水，把这里

打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也乐

得清闲，每天上得岸来，与百姓聊天，有时还帮百姓干些农活，因

此，小龙王深得百姓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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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时间住得久了，小龙王渐渐厌倦了这里的生活，觉得枯燥

乏味，他就想回家，回东海龙宫，可是他负责这一方事务，又不能

私自离开。他就动起脑子，想着法子来改变一下无趣的日子。他安

排下人每天去一户人家，让他们给自己送好吃的，可以是鸡鸭，也

可以是兔子山羊什么的，如果送的太瘦，他就会给人家颜色看。有

了好菜，还得有好酒，他就让会酿酒的人家把家里酿出的好酒送给

他。就这样如此轮换，有的家庭不几年就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了。他

就要人家上供小孩儿，这一下弄得民怨沸腾，大家对小龙王恨得牙

痒痒的，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

有一户人家，早已拿不出东西孝敬小龙王了，他就把那家主人

召到龙宫里来，拿着刀片每天在主人身上划一刀，看到那主人鬼哭

狼嚎的样子，他就很兴奋。

有一天，他化作一个公子，去民间走走，走到西头的王姓人

家，老远就被王家女儿吸引住了。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那张脸蛋

玲珑剔透，那柳叶似的眉，那纤纤粉指修长修长的，都快把小龙王

的心牵出来了。小龙王还没看到过如此美丽的女子。他走上前去跟

女子搭话: “小美人，今年年方几何?”那女子见有人搭话，看了他

一眼，说: “18。”“跟我去龙宫玩，好吗?”“龙宫? 龙宫在什么地

方?”女孩问。“龙宫就在那片海子里。周围风景秀丽，宫里豪华气

派，要什么有什么。”“我娘说了，让我不要去陌生的地方。我不去

龙宫。”

小龙王见小女子不肯就范，就来明抢，他上前拉过小女子就

走。小女子一边挣扎，一边向着家里叫爹爹，叫娘。女子的爹娘要

上前来救女儿，被小龙王一掌打翻在地。小龙王把女子带回去要强

行和女子成婚，女子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咬舌自尽了。

小龙王贪得无厌，无恶不作，让当地的百姓民不聊生，过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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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泉的传说·

深火热的生活。

在离小海子几里外的一座山上，有一座雷音寺，担任住持的老

和尚叫智通大师，据说可以上通玉帝，下通阎王，本事大着呢。百

姓就想去雷音寺，求智通大师去天上告发小龙王。可是，这消息不

知道怎地让小龙王知道了，小龙王施了法术，阻止老百姓去告状。

有个土地公公看到小龙王无恶不作，也是敢怒不敢言，恨透了小龙

王，就帮助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逃了出去，让他去雷音寺告发

小龙王。

老人走了一天一夜，脚板都磨起泡了，好不容易才来到雷音

寺。雷音寺的和尚把老人扶进寺里，给他的脚敷了药。老人把小龙

王作的恶，原原本本地给智通大师讲了，希望智通大师为百姓做

主，到玉帝那里告他一状，不然老百姓将永无宁日啊。智通大师没

有想到小龙王如此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干尽坏事，丧尽天良，他决

定去玉帝那里参他一本，救百姓于水火。

玉帝知道小龙王的种种罪状后，勃然大怒: “他要让百姓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也要让他尝试一下水深火热的滋味。”玉帝召

来太白金星，让他把小龙王囚禁在小海子的龙宫里，又派出火神去

小海子，在小海子的旁边建一火神庙，把一海子的水煮沸，给他点

儿最厉害的滋味尝尝。

火神来到小海子，就在小海子下面支起干柴，燃起大火，昼夜

不停烧。很快，一海子的水就烧开了，只见那水因为沸腾，翻起巨

大的波浪，腾起的白色烟雾，笼罩了整个水面。小龙王的虾兵蟹将

都无一例外地被煮得没了魂。被限制了自由的小龙王每天被困在沸

水里蒸煮，痛苦难耐，只得呼天抢地，发出阵阵哀号。

沸水场的百姓又归于平静，过起安宁幸福的生活。

东海龙王知道小龙王惹了这么大的祸，也后悔不已，每天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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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胸顿足，认为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儿子，才导致儿子犯下大错。龙

王成天以泪洗面，想到儿子被火神用火煮着，饱受煎熬，他心急如

焚，心痛不已。

他召集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一起来商议，如何解救

儿子。西海龙王说: “把我们四海的定海神珠放到小海子里，可以

使煮沸的水降温，减轻他的痛苦。”南海龙王说: “我们的定海神珠

要放光，四颗定海神珠放到一起，光会更强，这光势必会照射到天

上去。如果让玉帝知道了，不但救不了小龙王，我们也会受到牵

连。”北海龙王说: “还是有办法的，我们到五台山请一张牌子，把

我们的神珠压住，不让光照射出去。”商定后，四海龙王分头行事。

半天工夫，四海的定海神珠都聚集到东海龙王这里了，五台山

的牌子也请到了。于是四海龙王一起驾云来到小海子。但见小海子

犹如一口大锅，烧开了一锅开水，沸腾的烟雾弥漫在整个水面。东

海龙王念着避火诀，下到水里，看到被囚住的儿子全身被煮得变了

形，皮肤裂开，惨不忍睹。东海龙王把牌子放到海底，然后把四颗

定海神珠放在牌子下面。顿时，小龙王周围海水的温度降了下来，

神珠放的光也没有射出水面去。老龙王对儿子说: “你好好悔改，

好自为之。”

小龙王就这样一直困在小海子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潜心念

佛，虔诚忏悔。

谁也不知道小龙王在这里被囚了多少年。直到民国年间，成都

一个大军阀刘将军，被指派到绵州这一带理事。在有一次与人喝酒

的时候，听别人讲起了沸水的沸泉，感觉很神奇。特别是听到沸泉

里还有四海龙王的四颗定海神珠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从此他

就日思夜想，想着自己拥有这四颗定海神珠的话那该是多好的事

啊。一年的秋天，他带着一队人马，杀气腾腾地奔沸水而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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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泉的传说·

沸水，他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小海子，东打听西打听，只看到了一眼

泉水，跟传说中一样，那水就像烧开了一样，咕咚咕咚地响个不

停。刘将军想，也许事隔多年，地壳变化，让这片小海子变小了

吧。无论如何，定海神珠他势在必得。于是他叫军士们开始挖沸

泉，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张什么牌子压住了神珠。这事惊动了附近的

老百姓，老百姓围过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誓死捍卫沸泉。刘将

军没办法，只好撤走部队。

传说中的沸泉就这样一直煮到现在，始终就像煮沸了的水一样

冒泡，而且因为有定海神珠，泉水冬暖夏凉。近年来，有专家对沸

泉水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沸泉有着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

是天然的健身水和饮料，渐渐也就有了闻名的沸泉酒、沸泉苏打水

等产品流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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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漩坑

讲述: 张加玥，83岁，
现居天佛村四组。

整理: 石海林

沸水场的一个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坑。坑有一间房子那么大，

黑黝黝的，深不见底。从上面看下去，像一个漩涡，人们都叫它大

漩坑，也叫它“天坑”。关于大漩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以前山下的村子里，有一个姓李的财主，他爱财如命，十分吝

啬。虽然他很有钱，但还是很爱占别人的便宜。乡亲们租他家的田

地来种，如果到了交租的日子，不管那年是雨涝还是大旱，他都要

在这天收租。乡亲们在交租粮的时候，他就在秤上动手脚，让乡亲

们实际交的粮远远多于应该交的。乡亲们都非常讨厌他，背后都叫

他“李扒皮”。

这一年又到了交租的时候，几天前他就通知乡亲们交租了。那

天早上乡亲们到他家排队交租，他躺在太师椅上，在旁边守着，生

怕哪个少交了。突然听到一个家丁说: “你怎么只有这么点粮食，

这哪够租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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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漩坑·

李扒皮一下子坐起来，吼道: “是哪个敢少交! ”佃户张大娘走

到他面前，哭着说: “李财主啊! 今年快到播种的时候，我儿子突

然得了一场大病。不但家里的钱都花完了，栽秧的季节也耽误了。

这两斗米已经是我们今年所有的收成了，你发发慈悲，我们明年再

把今年没交的补上嘛! ”

李扒皮哼了一声，说: “我管你儿子生啥子病，反正今年的租

一定要今年交。走，我和你一起去你家取粮。如果没有粮食，那就

拿你们家值钱的东西来抵。”张大娘哭诉道: “我们家饭都吃不起，

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就宽限一下嘛，明年我们一定补上。”

不管张大娘怎么求情，李扒皮都不予理睬。乡亲们看张大娘可怜，

就都帮她求情。李扒皮说: “好啊，既然你们要帮她求情，那你们

就帮她交了吧! 如果不能帮她交，就别在这里废话。”说完李扒皮

就带上他的家丁去张大娘家里拿粮。他在张大娘家没找到粮食，更

别说啥子值钱的东西了。不依不饶的李扒皮就要张大娘拿房子来做

抵押。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商量着每家每户出点粮，帮张大

娘交了租金，贪婪的李扒皮才罢休。

还有一次，李扒皮看到村子里的王二丫手上戴着一个镯子。那

个镯子很好看，他一眼就看出了这镯子值几个钱。于是他马上说:

“哎哟喂，前一段时间，我夫人有个镯子不见了，找了很久都没有

找到，原来被你偷了哟! ”王二丫听后，非常气愤，还嘴道: “这镯

子是我娘死的时候留给我的，啥时候是你夫人的了。”李扒皮蛮横

嚷道: “明明就是我夫人的，还说是你娘留给你的，你骗谁呢? 你

们家这么穷，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镯子。”说完他就从二丫手上把

镯子抢了过来，大摇大摆地回家了。二丫去找他理论，结果不但没

有要回镯子，还被骂了一顿。无奈之下，二丫就去报了官。结果李

扒皮早就给了县太爷好处。县太爷根本就不听二丫说，还让人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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