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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灶王 

张生娶了个媳妇，名叫郭丁香。这个丁香非常贤惠，自嫁给张生

后，起早睡晚，收干晒湿，辛勤持家，几年功夫家业就兴旺起来，骡

马成群，瓦舍百间，张生阔了，多亏娶了个勤劳的丁香。 

张生看到家业越来越大，成了富户，不想想是怎么得来的，看着

丁香没有年轻时俊了，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冬日活也不干，一

心想把郭丁香休掉，找个漂亮的年轻媳妇。他整天虐待丁香，把丁香

休出家门后，又娶个财主的女儿李海棠。这李海棠好吃懒做，整日和

张生花天酒地，不操持家务。几年功夫，家业败尽，渐渐地穷了，连

房屋加土地都卖净，连饭也吃不上了，李海棠也不跟张生了。 

俗话说：休了前妻没饭吃，张生要饭要到一家门口，一个做活的

给他盛了一碗汤喝了。张生说：“这汤真好喝，再给一碗喝吧。”做

活的又盛了一碗给张生喝了。张生喝完两碗汤，看看天色不早了，就

说：“天不早了，给你家主人说一声，能让我在您家锅屋里住一夜

吗？”做活的说：“行。”就把张生领到家里，在锅屋里住下。张生

说还饿，还想喝碗汤，做活的又给他盛了一碗，张生喝完说：“你东

家心眼真好，你回报一声，我想见见他。”家人说：“不用回报，我

家主人心眼最好，给他说一声就来。”张生心里感激不尽。自己正想

着，这家主人来了，张生一看是个女的，好像面熟，再仔细一看，原

来是自己休出家门的丁香。丁香问张生：“怎么到了这步田地了？”

张生羞的无地自容。心想：我还有脸活着，死了吧。张生一看丁香家

的大锅底下火烧的正旺，就一头钻到锅底下烧死了。这时候，巡天的

天神正好看见，就回报了玉皇。玉皇知道张生虽然不好，但他知道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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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自己投火烧死自己，说明他没坏到底，还能回心转意，他既死在

锅底下，就封他灶王吧。 

张天师传下旨意：封张生为灶王，为一家之主，逢年节都用果子

敬他。每年腊月二十三骑马上天回报，腊月三十那天再回来，在天上

过七天。 

张生封了灶王之后，家家都把他的像贴在锅门口。有的妇女抱着

孩子烧锅，有的小孩把他的脸皮抓破，有的小孩弄了泥巴抹到他嘴

里。他很生气，单等腊月二十三日骑马上天一回报，对他不好的都穷

了；谁对他好的，都叫谁富了。 

老百姓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灶王爷上天回报

的。以后恐他上天不说好话，在送他上天的时候，都用秫秸稗插个

马，做了面条，叫他吃饱喝足，照顾好好的，还圆成一番，叫他上天

回报好话。后来还信不过，就用粘米做了个糖盘敬他，叫他吃了糖盘

粘住嘴，不让他上天回报坏话。人们还在灶王像两边写了一幅对联：

“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披是“一家之主”。直到现在，还

有“二十三啃糖盘，再过七天就到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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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母洞的传说 

滕县峄庄乡西韩庄村北面的大山叫凫山，在这座山前的石崖上有

一个洞，洞口能容进十几个人，越往里越深，走不到尽头，洞的上

方，从崖缝里不停地落下水点，这些水滴积聚起来，喝上一口，就象

喝汽水一样舒坦。这个洞叫“王母娘娘洞”。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王母娘娘在天庭得到玉帝的准许，下凡

来到人间，体察人间风土人情，以利管理人间。 

有一天，王母娘娘来到这块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一看，一马平川，

白茫茫一片，没有人烟。她感到很不是滋味，心想大地上没有人烟怎

能侍奏天庭。就命青、白二龙立刻退水。 

青、白二龙施展神威，把方圆几百里的海水喝入肚中，飞向天

空。就在这片土地上露出了许多的山色。王母娘娘按落祥云，落在了

最前面的一个较大的山头上，随手从头上拔下一根银针，用手一指山

崖，银针由小变大，从她手中飞向山崖，歪歪扭扭地向里钻了几十

里。 

王母娘娘来到这座洞口，吩咐麒麟让这几百里的土地出现人烟。

不到一个时辰，就看到平地上升起缕缕炊烟，王母娘娘就住在这座洞

里施舍恩惠。 

后来，王母娘娘继续出游，要离开这儿。临行这之前，看到人们

在田野里耕种，感动得掉下一滴眼泪，正巧落在洞口的石崖上，从此

这滴水就源源不断了。 

人们为了感谢王母娘娘，就把这洞起名叫“王母洞”。并且在每

年三月三日到这里来送香还愿，求王母娘娘保佑岁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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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云洞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对贫苦的撒尼青年夫妇，丈夫叫戈热，妻子

叫迦丽。一天晚上，他们分别做了同一个梦，都梦见一个白发红颜的

老人来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不怕困难，就可以在一处石洞中寻找到

金银财宝，那时就不愁吃穿了。夫妻两人醒来后互相一说，都以为这

是神仙同情他们的处境，指引他们脱离贫困的苦海，于是夫妻俩经过

商量，准备了简单的行装，带上打猎的工具，便出门去寻找藏有金银

财宝的石洞。 

戈热和迦丽夫妇俩，白天跑山打猎，钻洞找宝;晚上歇息在深山

老林的洞穴之中，烧煮猎物充饥，烤火取暖过夜。就这样，他们跑了

很多很多的地方，猎获了不少的马鹿、虎子和野鸡，钻了不少明洞、

暗洞和地下溶洞，什么宝物也没有发现。夫妻俩失望了，责怪自己穷

疯了，竟然连梦也相信起来，感到自己的行为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天，夫妻俩收拾了野味、行装和猎具，正准备回家，一位白发

红颜的老人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笑眯眯地问道：“两位好心肠的年

轻人，你们不打算寻找宝洞取宝了吗?”戈热既兴奋又惊异地间道：

“老阿公，找洞取宝的梦是你托给我们的吗？”老人笑笑说：“是

的，你们和你们周围的百姓太苦了，我托梦给你们是因为你们夫妻俩

心肠好，你们找到宝洞取到宝会分给你们周围的百姓，让大家都过上

好日子。”迦丽说：“老阿公，你把我们的心看透了，这几天我和戈

热都商量过了，要是真的找到了宝物，就要像过“密枝节”分羊肉那

样，一家一份分给我们周围所有贫苦人，让大伙都过上甜蜜的日子。

可是，我们找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宝洞，不知老阿公能不能给我

们指点明白!”老人说：“我是石洞仙翁，三山五岳的石窟洞府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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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凡是那些藏有宝物的石洞都有神鬼兽物看守，要找到有宝物的

洞不容易，要取到宝更难，所以我托梦时告诉你们要不怕困难，要是

遇到困难和艰险就退缩，那就别想找宝洞取宝了。”戈热诚恳地说：

“老阿公，要是真有石洞藏着宝物，我们什么困难也不怕，什么艰险

也能战胜，恳求仙翁指点明白。"石洞仙翁见夫妻俩确实有决心、便

告诉他们说：“离这里最近的藏宝洞，是异石山紫云洞，那里藏的金

银珠宝很多，但拿到宝物，你们要过异石山，山里阴森恐怖，有各种

各样凄厉悲惨的叫声，你们不管听到什么叫声都不要回头，要一往直

前地走。过了异石山，要经过无法涉渡的大海，那海恶浪滔天，汹涌

咆哮，只有杀掉那条十分凶恶的大蜂蛇才能过去，过了大海，到了紫

云洞，那洞内洞外妖雾弥漫，会使你们难以找到洞门。找到了洞门，

还要念口诀，洞门才会打开。进到洞里，有两条巨大的恶龙在看守着

宝物，你们要战胜恶龙才能得到财宝。你们想想能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吗？” 

戈热和迦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能，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些艰难

险阻!"石洞仙翁再三提醒夫妻俩多加考虑，并告诉他们，有不少人为

找宝，在异石山胆怯回头变成了青石，也有的斗不过大蟒而丧生，还

有的中妖气窒息死亡，或进入洞中被恶龙吃掉……但戈热和迦丽毫不

畏俱，决心找到宝物，让撒尼人过上好日子，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石洞仙翁祝愿戈热和迦丽说：“你们的善良、勇敢和坚强，定会使你

们赢得胜利，你们为着众多的撒尼人，纵有千难万险，也会化险为夷

的，愿你们找宝成功!"说罢，送给夫妻俩一只带路的鹦哥和一面驱除

妖雾用的铜镜，让他俩即刻启程。戈热和逝丽对石洞仙翁万分感激，

跪地拜谢，辞别仙翁，踏上了去异石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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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石山方圆几十里，怪石垒垒，林海茫茫，各种野兽出没不定。

戈热和迦丽由鹦哥引路，来到异石山密林中。这时，天已经黑下来

了，夫妻俩互相搀扶着往前走。他们两脚酸软，浑身无力，多么想坐

下来休息片刻，但是不能，他们不能停步，再苦，再累，再困，也得

往前走。当他们走进一处怪石丛生的地方时，忽然来了一群野兽，瞪

着绿色大眼晴，吼叫着跟在戈热和迦丽的身前身后。走着走着，身后

有人发出凄厉的叫声和痛苦的呻吟，还有直接呼叫戈热和迦丽救命的

声音，听了让人毛骨悚然，但是，戈热和迦丽毫不畏惧，不回头，一

往直前，走到天明，终于走出了可怕的异石山大森林。 

异石山下是茫茫的大海。大海彼岸，山峰隐约可见。戈热和迦丽

由鹦哥引到海边，面对这茫茫大海而无渡船，一筹莫展。忽然，一阵

海啸惊天动地，海中巨浪翻滚。顷刻间，一条红色巨蟒游出海面，渐

渐朝岸边游来。戈热和迦丽还没来得及躲避，巨蟒已经吐着红信子向

他们扑来，夫妻俩就地一滚，闪过巨蟒，双双挥起利剑，向巨蟒砍

去。鹦哥也瞅准时机，飞去猛啄巨蟒的双眼，巨蟒低头躲避鹦哥。就

在这时，戈热一跃骑到巨蟒身上，用刀猛砍巨蟒的七寸。巨蟒翻滚着

逃人大海，不多一会儿就死去了。巨蟒死后，僵硬地漂浮在海面上，

头尾正好与大海两岸相接，成了一座浮桥。鹦哥急忙招呼戈热和迦

丽，从蟒蛇脊梁上走到了彼岸。后来，有人说这海变成了小河，而那

巨蟒化成了石桥，人称天生桥，一直叫到今天。 

戈热和迦丽过海之后，在鹦哥带领下来到一座林木繁茂的高山前

面。鹦哥告诉戈热和迦丽，紫云洞就在这座高山上，要加倍小心。这

里，灰雾笼罩，时而浓烟滚滚，由黑变紫，缭绕于高山之上，让人感

到迷离恐怖。再往前走，便进了雾障，鹦哥的双眼已经不辨东西，戈

热和迦丽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鹦哥站在戈热的肩上提醒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 

 

“大哥、大嫂，赶快拿出石洞仙翁送给你们的铜镜来驱散迷雾，寻找

洞门。”迦丽高兴地说：“对呀对呀，我们带的宝镜正好该用了!"说

着拿出铜镜，往前一照，金光直射，顷刻间雾散烟消，一切又看得清

清楚楚了，终于找到了紫云洞的石门。然而，洞门虽在眼前，却不知

开门的口诀。夫妻俩正在发愁，鹦哥突然从空中飞下来喊道：“大

哥，大嫂，恶龙从外边回来了，我们快躲起来，听它怎么念开门的口

诀。"戈热和迦丽急忙跟随鹦哥躲到一旁。 

一条巨大的恶龙，大摇大摆地来到紫云洞石门前，对着大门喃喃

念道：“天灵灵，地灵灵，紫云公公来开门!"只听“轰隆隆"一阵

响，石门启动启开，洞闪亮堂堂光闪闪，就像有神灯万盏，照得宝洞

五光十色。恶龙进了洞，洞门又自动缓缓关闭。戈热、迦丽和鹦哥看

得清楚，听得明白;戈热照恶龙念的口诀念了一遍，洞门又缓缓打

开，夫妻俩准备好与恶龙搏斗的武器，便同鹦哥一起进入了紫云洞。

他们进洞不远，雌雄两条恶龙发现了他们，凶猛地向他们扑来。夫妻

俩挥起利剑与恶龙搏斗，鹦哥也飞上飞下，瞅准机会啄恶龙的眼睛。

戈热受到鹦哥啄眼的启发，用力朝雄恶龙的眼睛刺去。雄恶龙两眼负

伤，一头撞在岩石上，脑浆喷出，身躯滚到地上,立即死去。迦丽仍

在和雌恶龙搏斗，已把雌恶龙砍得浑身血染。这时，戈热和鹦哥一齐

过去助战，把雌恶龙追到了洞底。雌恶龙眼见无路可逃，便大吼一

声，用买猛然撞开洞顶，蹿了出去。迦丽取下弓箭，朝恶龙射去，恶

龙惨叫一声，腾空逃去。 

戈热和迦丽在鹦哥的协助下战胜了恶龙，夫妻俩却都负了伤。他

们互相包扎好伤口，擦净身上的血迹，便在洞中寻找宝物。在一个宽

敞的地方，找到了 4 个盛放钥匙的匣子，高兴地把匣盖打开，只见匣

内装满黄灿灿的金子，亮闪闪的银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珍珠、翡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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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夫妻俩将这些宝物搬回撒尼寨子，分送给山寨里的穷苦百姓，

使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 

鹦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辞别了戈热和迦丽，向石洞仙翁复命去

了。那被打死在紫云洞里的恶龙，后来变成了石头，永留洞中，供人

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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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蛇二山的传说 

武汉长江大桥横卧龟山和蛇山之间，极其雄伟、壮观。作为大桥

南北基址的龟山、蛇山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呢。 

很久以前，东海龙王手下的龟、蛇二将不和，他们互相瞧不起，

都自己夸自己的本事大，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俩又吵得不可开

交，龟将拿着宝剑，蛇将挺起长矛，打杀起来，搅得龙宫里波浪翻

腾，连老龙王的宝座都晃荡起来，还误伤了一些鱼虾水族。老龙王大

怒，降下旨来，派了二太子将他俩捆绑起来，到凡间的长江边上，一

个镇在汉阳岸边，一个镇在武昌岸边，让他俩在这里思过。从此，它

们就化作龟蛇二山，隔江对峙着。 

他俩虽受到处罚，彼此还是不服，隔着江还互相赌气，看谁化的

山长得快。于是龟、蛇二山便日长夜大起来，两架山的山头尽力往江

中延伸，都想快点伸过江去把对方咬一口。这一来可坏了事，长江的

水道越来越窄，不到半年功夫，已经窄得和汉水差不多了。上游宣泄

不畅，许多良田村庄被江水浸没，人们怨声载道。 

吕洞宾在吕祖阁里一觉醒来，知道了这件事。心想，他俩这样蛮

干，那还了得，要让他们头碰住了头，岂不把大江拦腰隔断，上游的

万顷田亩岂不尽成泽国！他化成一个采药老人，身背药袋，肩扛银

锄，走出吕祖阁，来到蛇山中部，手举银锄，照定蛇腰挖了一锄。蛇

将全身一展，腰部的蛇骨被挖断了，疼痛难忍，只好赶快缩头，一直

缩到武昌岸上，再也不能动弹了。所以蛇山中间，至今还低很多，象

断了的样子。 

吕洞宾又过江到了汉阳，他请能工巧匠，一夜之间，在龟山头上

造了一座“禹王庙”，把大禹请来住在庙内，镇住龟将。龟将被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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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麻木，慢慢往汉阳岸边缩，刚刚缩到岸边时，再也没有力气缩

了，所以至今龟山在江水中留下一个矶头，那就是龟头。 

龟、蛇二将让开了水道，长江滚滚，东流千里，再也不受阻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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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送画 

某年，杭州城疫症流行，碰巧荒年，市民贫病交迫，十分凄惨。 

一天，城内的湖边，泊了一只大船，船头坐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她为贫病的人请命，如果有人出钱买她，她就住在他的家里，为他服

务，得款用来救济人民。 

岸上的人争著买她，相持不下，就采用投钱的方法，谁用钱掷中

她，就迎她回去。 

于是，铜钱、黄金、白银都纷纷投下来，堆满船头，却没有一枚

落在她身上。大家十分失望，只好放弃。 

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穷

人。 

消息传来，轰动整个杭州城，富人们为她侠义的行为感动，纷纷

慷慨布施。于是，病人得到医药，穷人得到金钱，饥饿的人得到食

物，人心都安慰和满足。 

突然，女子的船上毫彩万道，灿烂光明，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

掌微笑。大家惊奇极了。 

她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仁

心。同情、怜悯是最高贵的情操，帮助他人，是最神圣的责任，扶助

弱小，是人们义不容辞的天职。今天，你们的表现十分值得赞美，大

家将得到幸福。” 

众人既感动又欢喜，不约而同合掌，称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把画像送给他们。她的诺言应验了，她真的住在每一

位出钱为善的人家里。 

这个故事在中国普遍地流传，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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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和她的蟠桃仙子 

杭州西湖妙庭观附近有一座望仙桥。宋代绍兴年间有位道士董元

行在附近上层中挖到过一块奇妙的铜牌，上面残留着隐隐约约的文

字：“我有蟋桃树，千年一度生，是谁来窃去？须问董双成。” 

董双成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仙子，望仙桥就是她丹成得

道，自吹玉笙，驾鹤仙去的地方。 

董双成本是西同时代钱塘江畔的一位绝色美女，混身上下洋溢着

一份灵秀的气韵。她的先祖是商朝的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

持，在朝廷中也偶尔鉴往知来，抒谋献策。商朝亡后定居钱塘江畔，

在飞来峰下种桃成林，结庐而居。每当初春桃花盛开时，嫣红一片，

簇拥草庐，生活在其中不啻是神仙生活。 

这种生活环境从小就陶冶着董双成，体似弱柳的董双成酷爱桃

花，如痴如醉。看看董双成日渐长大，秀面明眸堪与繁花竟艳。有一

天，忽然异想天开，采撷桃花，配以山中的芝草炼制丹药。初时仅能

清痰化气，日久生巧，屡加研究，逐渐在火候及配方上有了大幅度的

改进。所提炼的丹药，竟然能够治疗多种内科病症，远远近近，前来

飞来峰下董家讨药的人络绎不绝。 

从采集原料到守炉炼丹，董双成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偶有闲暇，

便吹笙自娱，兴致来时还会高歌一曲“丹小凤”。据说当她吹笙时，

会引来百鸟在空中翱翔，而当她唱歌时，更有仙鹤飞来聆听。 

待至黄者之说兴起，倡言神仙导引之术，大大符合了贵胄后裔的

胃口，于是选择了风景绝佳的地方，筑庐结庵，兴寄烟霞，吸取日月

精华，提炼百卉的汁髓，以期在碌碌尘世中，能够不食人间烟火，进

而白昼飞升，得道成仙。董双成随同家人，在杭州西湖飞来峰下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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