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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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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高川 (代序)

2015 年 4 月末, 组织安排我来到高川乡工作。 这是一个典型的

山区乡镇, 森林覆盖率高、 矿产资源丰富, 人民勤劳善良, 虽经

“5·12” 重创和数次山洪泥石流的突袭, 但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下, 大伙仍然坚定不移、 排除万难, 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重建家

园、 开创美好幸福的新生活……这算是高川于我的最初印象。

《小西路传说》 为我们展现了高川乡的另一面: 历史的、 人文

的、 神秘的……

高川, 早在 1300 多年前就是古代通往西域边疆的茶马古道之

重镇, 居住着藏、 羌、 汉等民族。 20 世纪前期, 发生在小西路上的

民间故事仅采集到的就有 60 多个, 有冒木井的传说、 讨菜坪的故

事、 接龙桥的故事等, 在作者笔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藏、 羌、 汉地

域文化现象, 留下了民间文化的烙印。 千百年来, 勤劳淳朴的藏、

羌、 汉民族不仅通商、 通婚, 而且还产生了文化的碰撞。 朴实勤劳

的高川人民在这片沃土之上, 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 也创造

了辉煌灿烂的民间文化。 通过老人们的口口相传, 小西路上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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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壑, 深山老林无不流传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传奇; 街头巷尾, 户户

庭院, 无不散落着优美动听的民间传说! 故事情节曲折, 语言通

俗, 形象生动,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趣味性。 特别是接龙桥的故

事, 通过新人修桥, 传承了真善美, 鞭挞了假丑恶, 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是进行正能量教育的很好范例。

小西路上的奇事、 趣事多得不胜枚举, 《小西路的传说》 对于

我们开展地方特色的文化研究, 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谨此, 是为序。

安县高川乡党委书记　 文川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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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川的由来·

高川的由来

讲述: 叶章福, 68 岁,
现居高川一组。

整理: 罗维玲

据说高川的得名, 是因为高川村。 高川村远离高川场镇, 被四

周大山挟裹, 一条河流从村子旁经过。 明里看这是一条河流, 实则

是两条: 地上一条, 地下一条, 一明一暗。

关于这条暗河的由来, 有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 在很久以前,

高川村有个猎人木贵, 此人擅长使用弓箭, 箭无虚发。 这天, 木贵

打猎时经过一处山洞, 听到有打斗的声音, 往里面一看, 有几只老

鹰在跟一条黄金蟒搏斗, 那条黄金蟒浑身流血, 却不肯离去, 盘在

那儿保护着一样东西。 木贵就用弓箭赶走了老鹰, 黄金蟒感激地看

了他一眼, 闭上了眼睛, 原来它在保护一只小黄金蟒。 木贵很感

动, 就挖个洞把它埋了, 把小黄金蟒带了回去。

小黄金蟒慢慢长大, 食量也越来越大, 起初只吃几个鸡蛋, 后

来要生吞几只母鸡, 再后来一天要吞半只野猪。 为了养它, 木贵不

得不每天都辛苦地上山打猎。 工夫没有白费, 在他的精心饲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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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蟒长到了碗口粗, 两丈多长, 很是健壮。 有一天, 木贵跟黄金

蟒说: “你是蟒蛇, 我是人, 终究不能长时间在一起。 你是一条通

灵的神物, 也应该进山头好生修炼, 变成神龙。” 黄金蟒虽然舍不

得木贵, 但也知道他说得没错, 便三步一回头, 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

黄金蟒走后, 木贵下了山在秀水坝娶了个媳妇儿, 生活安定下

来了, 心里还总是挂念着黄金蟒。 过了一年, 老婆给他生了个女

娃, 木贵给她取名木兰。 木兰渐渐长大, 到了十八岁嫁给村头一个

小伙子, 很快给木贵添了个小孙孙。 木贵经常抱着小孙孙耍, 可渐

渐地, 他觉得自己快抱不动小孙孙了, 才发现自己是老了, 力气不

够啰。 人老思故乡, 木贵就想回高川村看一下, 还想进山去, 看看

找不找得到那条黄金蟒。 女儿不放心他一个人进山, 就带着小孙孙

跟他一起回去。 等他到了高川村, 发现曾经住得密密麻麻的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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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川的由来·

村, 现在却没有几家人在了。 木贵找到一户人家去问, 才晓得原来

在他下山后啊, 山上就来了一条黄金蟒, 为了修炼成神龙, 没日没

夜地捕猎动物, 下山吃人。 高川村的人死的死跑的跑, 剩下的就是

跑不动的老人家, 住这儿等死了。

木贵心头嘀咕, 那条黄金蟒不会就是自己养的那条吧? 就在这

时候, 木兰哭着跑了过来, 说刚才有条黄金蟒趁她休息的时候叼走

了木贵的小孙孙。 木贵听后气炸了, 连夜做了一副弓箭, 第二天就

跑到山头去, 找到了黄金蟒的洞穴。 他在洞口破口大骂, 让黄金蟒

滚出来。 不一会儿, 黄金蟒爬了出来。 木贵一看, 果然是当初自己

养的那条, 气得浑身发抖。 他指着黄金蟒骂道: “我让你进山修炼,

你却害人性命。 早晓得你会成这样, 当初就不该救你!” 黄金蟒说:

“我是想早日变成神龙, 才四处吃人, 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木贵拉

起弓箭一下射到黄金蟒身上, 吼道: “你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怎么可能成神龙?” 黄金蟒没有躲闪, 中了一箭, 汩汩流血, 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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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木贵说: “我晓得错了。 你杀了我, 为民除害吧。” 木贵举起弓,

却怎么都射不出这一箭, 他生气地把弓箭扔到地上, “我养了你那

么多年, 就是一块石头都养出了感情, 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你以后

不准再下山吃人, 否则, 我一定会来杀了你。”

黄金蟒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 它待在自己的洞穴里再不出去,

每天修炼, 终于修成正果, 要到东海去做龙。 可它要趁着暴雨和风

浪才能到东海去, 如果顺着高川村原有的那条河走, 就要经过一座

桥, 龙是九五至尊, 不能屈居人下, 不能从桥下过, 不然会沾染上

晦气, 导致前功尽弃。 它想用水浪把那座桥打断, 可桥断了会伤到

过往的乡民, 然而如果它兴风作浪的话, 高川村这条河河道太浅排

不了水, 高川村必然会被淹掉。 黄金蟒当初已经答应过木贵不再害

人,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才好。 想了很久, 它终于有了主意。 它钻入

河底, 用尽全身力气, 钻出了一条通往东海的暗河, 通过暗河到了

东海, 变成了神龙。

从此以后, 每到发大水, 水到了高川村口就会分成两股, 一股

流到明河里面, 供给高川村的人养家畜灌溉庄稼, 另一股水就流到

暗河里, 顺着暗河流到东海去。 靠着这条暗河, 高川年年风调雨

顺, 越来越多的人到这儿来安家。 后来, 大家把这个山里头很多人

住的平地, 便叫作了 “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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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菜坪的故事·

讨菜坪的故事

讲述: 袁秀珍, 77 岁, 汉

族, 现居高川泉水

村五组。

整理: 平小梅

高川乡泉水村境内, 距离村口大概两百米的地方, 有一块三百

亩的开阔地, 绿草茵茵, 树木葱茏, 当地人称它为 “草槽坪”, 其

实它叫 “讨菜坪”。 从古至今没有人在上面耕种, 野菜混着杂草而

生, 分得清的人满眼都是菜, 分不清的人满眼都是草。 前来采摘的

人只要带着一颗干净、 虔诚的心, 摘回去的野菜吃了香甜可口, 清

热下火。 若来采摘的人心里不干净, 不虔诚, 摘回去的是野菜也会

变成毒草。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村里人都会来到这儿采摘野菜回

去填肚子。 传说这 “讨菜坪” 的由来还和一位皇帝有关。

光武帝刘秀年轻之时南征北战取得一系列战功, 本应受到朝廷

奖励, 加官晋爵。 可皇帝听信谗言, 以派遣刘秀来四川视察为借口

将他打发到当时叫作 “夜郎” 的卡卡格格里。 朝廷的反叛势力一直

想除掉刘秀这个眼中钉, 见刘秀离开京师, 就安排了杀手埋伏在刘

秀经过的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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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四川大概需要半月的路程, 因为山势陡峭, 路途颠簸, 刘

秀就只带了十天的口粮和一些银两, 计划着在途中旅店再购买粮食

和水。 一切安排妥当后, 刘秀就带着自己的一千精兵出发了。

第一天出发还好, 他们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找到了落脚的旅

店。 店铺小二为他们安顿好马匹与住宿后, 老板娘又给他们每人来

了一碗臊子面和一斤高粱酒, 酒足饭饱后一行人就睡下了。 第二天

早晨醒来结账, 刘秀问老板娘昨晚的旅费一共好多钱, 老板娘拿出

算盘利索地比画了几下: “一共是四十两银子。” 刘秀骇了一跳, 咋

个住一晚旅店需要那么多银子。 老板娘说,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面不要钱啊, 你们喝的酒不要钱哪, 还有你那马儿吃的草哪样不是

银子买来的? 你没钱, 没钱就不要住我的店啊, 装啥子大爷。” 刘

秀本来脾气就暴躁, 说不赢别个就想动刀, 被旁边的铁将军拉住

了。 无奈, 只有付了钱, 一行人又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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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菜坪的故事·

走了一上午, 经过一个名叫 “活死林” 的树林, 他们停下来歇

息。 一个推着鸡公车的年轻人从他们身边过, 士兵们问人家车上木

桶里装的是啥。 年轻人说 “水”。 这一行人正口渴得很, 便用三两

银子把年轻人的水给买了。 刘秀一行人打开木桶, 拿着木瓢大口大

口地喝起水来。 还没喝到一半, 好多士兵就晕了过去。 刘秀这才晓

得水里有诈, 赶紧吩咐士兵不要喝了。 可只有少数几十人没喝, 其

余的人都已晕过去了。 这时候一群人从树林里冲出来, 刘秀知道遇

上土匪了, 冲上去与他们厮杀, 可是自己喝了水昏戳戳的, 连中几

刀。 寡不敌众, 醒着的士兵都惨死敌手, 部队所带的银两与值钱的

东西也被抢走了。 夜晚, 晕了的士兵们醒来帮刘秀包扎后, 一行人

带着所剩无几的粮草出发了。 这以后刘秀干啥子都小心翼翼, 像惊

弓之鸟, 晚上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

口粮被抢了, 刘秀他们没有粮食可以填饱肚子, 便加快步伐,

希望可以早点儿来到四川。 这时反叛势力安排的杀手又跟他们碰到

了, 他们旅途劳顿、 又饥又渴, 已经没有精力跟敌人搏斗。 刘秀不

甘心就这样被打败, 与杀手进行殊死搏斗。 从一千到八百, 从八百

到五百, 在来往四川的路上, 在与土匪杀手的搏斗中, 刘秀的部队

死的死, 伤的伤……最后只剩一百精兵。

距离四川还有好长一段路, 他们没有粮食, 没有水, 看到路边

的野菜野果, 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采摘来吃, 结果多数拉肚子, 相

继死了。 眼看就快要到四川了, 刘秀身边只剩下不足二十号人, 一

个个饿得不成人形。

一天, 天快黑的时候,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 正准备坐下休息。

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背着背篼从一条小路走过来, 年轻人手上拿着一

些面饼在嚼。 饥饿的士兵忍不住与年轻人搭讪, 问年轻人有没有多

余的面饼子, 他们已经饿了几天几夜了。 年轻人从背篼里拿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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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上山采药时吃的面饼子分给刘秀一行人吃。 刘秀问年轻人是哪

儿的人。 年轻人说他的家乡是一个叫 “草槽坪” 的地方, 自己在这

儿已经住了十八九年了。 这时突然有三四个士兵叫肚子痛, 一个一

个地倒下了,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死了。 饼子里头有毒! 刘秀把手

里的面饼一丢, 拿着自己的宝剑指着年轻人, 喝问年轻人是不是敌

军派来暗杀他们的。 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张口解释, 就被刘秀一刀刺

死了。

事后, 刘秀又觉得这个事情奇怪, 为啥自己和剩下的几个士兵

吃了面饼子没事儿? 那死了的几个士兵会不会是因为其他原因才死

的? 自己是不是错杀了好人? 但他没时间在这些小事儿上费思量,

他得赶紧找一个容身之所躲藏起来。 于是剩下的人沿着年轻人来的

那条小道继续出发。

走了不久, 刘秀看到远处炊烟袅绕, 便派遣身边的一个士兵去

探路。 回来的士兵报告说, 前面就是草槽坪。 他们接着走, 在路边

遇到一个老者。 老者坐在路边烧着火, 吊了一口鼎锅好像在煮啥吃

的, 不一会儿, 老者便拿旁边的破碗在鼎锅里盛汤喝。 看到此景,

刘秀他们的肚子也叽里咕噜叫起来了。

终于, 刘秀忍不住了, 几个人走过去问老者煮的啥子, 可不可

以也给他们来一碗, 老者说自己煮的是野菜。 刘秀问老者从哪儿摘

来的野菜, 老者指着路边的野菜说, 就这些啊。 刘秀想着自己的弟

兄一路上死的死、 伤的伤, 全怪这些不知名的野菜。 可是看着老者

吃了没事, 就请老者也为他们煮一锅。 老者说: “我为你们煮野菜,

你拿啥好处给我?” 刘秀看了一下自己全身, 将自己的宝剑奉上,

“我就只有这把宝剑了, 如果你不嫌弃, 拿去卖还是能值几个钱。”

“我拿你的剑有啥子用啊, 我一介农夫, 要这个干啥? 又不能耕地,

又不能生火的, 放在家里还碍事。” 说着一把将刘秀的宝剑扔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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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菜坪的故事·

山崖。 刘秀埋怨老者将自己的宝剑扔了。 老者既然扔了自己的宝

剑, 就得为大家煮上一锅野菜填饱肚子。 老者没说话, 随手从草丛

里抓了几把野菜放锅里, 一会儿就熟了。 刘秀几人狼吞虎咽地吃起

来, 刘秀边吃边夸赞野菜的美味, 问老者这野菜叫啥名字。 老者

说, 没有名字, 只是心善的人食草也有益于身心, 心恶的人食菜也

会中毒身亡。 不一会儿, 刘秀他们就有点儿晕了, 老者笑了起来,

说刘秀一行人心恶才会如此, 便叫村里几个健壮的青年把刘秀给绑

了。

刘秀醒来以为自己又上了贼人的当, 对着老者大吼大叫, 后来

晓得了老者绑他的原因, 原来前两天自己误杀的年轻人正是这位老

者的儿子, 老者绑他只是想知道他的儿子为啥被杀。

刘秀向老者讲了自己本是朝中大将, 南征北战多年立下赫赫战

功, 不曾想遭奸人谗害, 发配到四川来挖沟建渠, 途中遭土匪抢

劫, 遭奸人劫杀, 以致沦落到这个地步, 不想误杀了老者儿子, 万

分悔恨。 他向老者许诺, 如若老者放他一条生路, 他刘秀今生要为

天下的黎民百姓争得一世太平。 老者本是厌倦战争的人, 冤冤相报

何时了, 听了刘秀的话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杀了他, 儿子也不会生

还, 还不如让他为百姓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情, 便放刘秀走了。

临走的时候, 刘秀询问老者自己的宝剑在哪儿。 老者带他去

找, 又来到了前一天煮野菜的地方。 老者顺手指着旁边的小路, 说

宝剑就在下面。 刘秀沿着小路下去找到了自己的宝剑, 他原路返

回, 看到了老者在采野菜。 老者说, 如果在安稳的时期, 这些都会

是郁郁葱葱的庄稼, 可现在因为战乱, 这些也就荒成了野菜, 大家

叫这些草为草槽, 这个地方就叫草槽坪。 刘秀对老者说: “昨天的

野菜真的多好吃的, 吃了觉得精神得很。 这么大块野菜地, 干脆就

叫 ‘讨菜坪’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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