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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讲故事 

在阳洞滩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岩洞，经常有山神在这里讲故事。 

包亚和依亚合伙做盐生意，发了财，从广西挑铜板回来。包亚想

独吞钱财。他俩走到阳洞滩时，包亚指着十丈高的瀑布说：“哎呀，

快来看啦，龙潭里有两条龙相斗哩！” 

依亚伸着脖子去看，包亚就从背后一推，把依亚推下悬崖去了。 

依亚摔在岩洞边，伤了腿。天又黑了，走又走不动，真是上下为

难。这时，从洞里出来一个老公公。依亚不由分说，就向老公公哀求

借宿。老公公说：“这里不安全呀，每天晚上都有豺狼、虎豹来这里

讲故事，闹个通宵才去，只怕伤害你啊！”依亚又哀求说：“老公

公，我腿摔伤了，走不动，求你开个恩吧！”土地公公见依亚落难，

答应收留他。并交待说：“今晚不管狼来、豹来，你千万别声张，一

声张，我就难保你了。”依亚满口答应。 

吃过晚饭，依亚按老公公的吩咐躲在楼上，静静地听着，不敢入

睡。半夜里，山风呼啸，野兽嚎叫，依亚心里直打寒噤。 

狗熊一到门口就大叫起来：“阿公呀，今夜屋里怎么有股生人臊

气？快把生人拖出来，让我们塞塞牙缝。” 

狼来了，凭着灵敏的嗅觉，大声说：“好大的生人气味，快搜出

来消夜。”土地公公哈哈地笑，说：“你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白

天来往行客路过这里，都在树荫下歇脚，怎么没有生人气？莫去找麻

烦事，快进屋里讲故事吧！” 

老虎、豹子也来了，同样叫嚷：“老阿公，有生人气，快搜出

来，好当瓜籽嗑，边嗑边讲故事，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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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公说：“你这个山中王也不想想啊，白天人来人往怎么没

有生人气？快快坐下来，莫耽误时间讲故事。” 

大家围着火塘，七嘴八舌地讲起故事来。 

狗熊首先说：“世上的人真傻，有了病只知道去求神问卜，不知

道去舀洗病泉里的水去治。” 

“洗病泉的水真能洗病吗？”狼问。 

“当然能，这口泉就有点贵气，不管什么病，只要喝它三口，内

病就好。跌打损伤的，弄点泉水抹它个七七四十九下，就能接骨生肉

恢复完好。” 

猿猴说：“我知道这口泉，在独岩山顶上是不是？” 

“可惜世人还未发现呢！” 

侬严听了，暗暗记在心里。 

猿猴说：“我也讲个故事你们听，世人只会勾心斗角抢现成的，

不会自己去找找。在金峰山下有个金螺洞，洞里有架金芦笙。这架金

芦笙是世上的宝中之宝。如果谁得了这架芦笙，吹起来，想要什么就

有什么。” 

狐狸说：“就是洞门打不开。” 

老虎说：“我力气大，只有我能开。” 

狐狸说：“树大招风，力大无用。金螺洞口有座金螺岩，哪个撬

得动它！” 

云雀听了说道：“我有个法子，只要你唱‘石门开，金门开，探

宝人我要走进来’，然后在金门上拍打三下，金门就会敞开的。” 

侬亚听了，又暗暗记在心里。 

天亮之前，山神兽散了。侬亚也告别土地公公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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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亚撞撞跌跌，顺着岩湾路走去，见一座陡峭的山岩上嵌着“洗

病泉”三个斗大的字，满心喜欢。他爬上山顶上，果然有一口清澈透

亮的山泉。他一连喝了三捧水，咕噜咕噜地吞下肚里，又用包头帕浸

湿泉水，浑身抹擦，不一会儿，只觉得每个关节都咯咯地响，心里好

象有个老鼠往喉咙里爬，禁不住“哇”地一声，吐出茶碗粗细的一堆

污物，浑身舒畅极了。不知哪里来那么大的劲，他跋山越岭，腿不

软，腰不酸，气不喘，一口气走到了金峰山下。他绕着金螺洞左看

看，右看看，金螺岩挡住了洞门口，哪能动它分毫！他按云雀讲的唱

道：“石门开，金门开，探宝人我要走进来。”唱罢，又拍打三下，

金螺岩挪动了，金门开，霎时，霞光万道从洞里迸射出来。侬亚眼花

缭乱，赶紧用包头帕蒙住头，摸进洞里。洞里奇珍异宝应有尽有。那

些珍宝他一样不要，单单只要了那架金芦笙。侬亚刚出洞门，金螺岩

又光啷一声巨响，把洞口堵住了。 

侬亚得了金芦笙，走下金峰山，山下的禾田已经枯萎，老百姓正

“抬张郎张妹”走村游寨，烧纸马祭神求雨。侬亚看到这般景象，心

里着实通过，于是他把金芦笙吹起来： 

依依呜，依依呜， 

黎民百姓受荼毒。 

四海龙王齐听令， 

落阵大雨救五谷。 

吹了一遍，阴云密布。 

吹第二遍，四海龙王乘云驾雾来到山梁上。 

吹第三遍，雷公电母风嫂来了。 

接着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百姓笑逐颜开，无不感谢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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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侬亚走到“叫化村”，叫化村的人没吃、没穿，个个当

叫化子。侬亚又吹起芦笙来： 

依依呜，依依呜， 

看见百姓我想哭。 

快来白米救苦人哟， 

快来腌鱼和腌肉。 

只要芦笙的声音传到的地方，米呀、肉呀。堆山堆海的。人人都

可享受。 

人有耳，壁有缝，侬亚的金芦笙救了一方穷苦人的事让包亚知道

了。包亚想：侬亚摔下悬岩没有死吗？他哪里又得了这把金芦笙？ 

包亚来到叫化村，侬亚正给叫化们分金、分银、分米。包亚一

看，就说：“哎呀！我的弟弟呀，可想死我了，在阳洞滩上看龙相

斗，我怕你跌下去，就用手去拉你，谁料我的手才触到你身上，你早

就跌下去了，害得我找遍了每条山沟，寻遍了每条岩缝，都没找着。

我只好把我俩赚的银钱，全部给你做了‘道场’度你早日长仙，谁料

你还活着。” 

侬亚是个厚道人，过去了的事也就算过去了，他还是把自己的经

过，从头到尾，一点一滴地告诉了他。 

包亚听了，心里痒痒的。他想：“犁弓是挺不直的，傻子是教不

乖的，侬亚得了恁多钱都散给了穷人，自己不会快活快活，真是傻

子！” 

包亚自个竟跑到阳洞滩悬岩上，腰间捆根麻绳，慢慢的吊下去。

到了岩洞边，假装摔伤了腿，爬进洞里，对土地公公说：“老公公

呀，您老大慈大悲，救苦命救难呀，留我住一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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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公说：“难呵，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野兽来讲故事，它

们要吃掉你的。” 

包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老公公，我摔伤了腿，实在走不动

了，请发个善心吧，日后小弟一定感谢您！” 

土地公公说：“我不是不愿留你，只怕猛兽来了你耐不住，被它

们发觉就没命了。” 

包亚答应决不声张。 

晚上，野兽又三三两两地来了。它们都打着响鼻，连连吼叫：

“有生人气！有生人气！” 

土地公公说：“今天又有一伙生人在权荫下歇脚，留下臊气，快

进屋讲故事吧。” 

大伙又围在火塘边讲故事。老虎说：“世人的确不晓事，公公门

前那棵千年松的皮就是一件宝，只要剥它手指大一块背在身上，别人

就看不见你，你就是走进皇帝宝库里去拿金拿银，别人也不会发现

你。” 

猴子说：“我还看见一样宝。八宝山上有棵八宝瓜，瓜蔓牵过八

个岭，一个岭上给一个瓜。第一个是饭瓜，放在桌上打三个滚，八碗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就会摆在桌上。第二个是菜瓜，第三个是肉瓜，第

四个是鱼瓜，第五个是酒瓜，第六个是银瓜，第七个是金瓜……”猴

子的声音越讲越细。 

包亚在楼上越听越入迷，但越听越不清楚，把耳朵贴着楼板缝也

听不清，心里着急了，悉悉索索地用手去掰楼板，一用力，朽木板被

他掰缺了一大块，火塘的浓烟冒上来，包亚被呛，叩叩地咳起来。这

一下，活象戳烂了马蜂窝，豺狼、虎豹、猴子、猩猩、狐狸、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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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熊……一起吼叫起来。猴子手脚灵快，三下两下爬到楼上，把包亚

拖下来，一群野兽蜂拥而上，把他撕成了肉丝丝。 

注：“抬张郎张妹”，也叫“抬故事”，农历二月二日举行或受

灾难时举行，用木直做成两个方台，中间竖一桅杆，桅杆上再扎一个

坐盘，一少男和一少女作张郎张妹打扮坐在上面。抬到各村各寨，祝

愿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张郎张妹是侗族传说中的两兄妹，是开天

辟地繁衍人类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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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朝凤 

很久很久以前，凤凰只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小鸟，羽毛也很平常，

丝毫不象传说中的那般光彩夺目。但它有一个优点：它很勤劳，不像

别的鸟那样吃饱了就知道玩，而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将别的鸟扔掉

的果实都一颗一颗捡起来，收藏在洞里。 

这有什么意思呀？这不是财迷精，大傻瓜吗？可别小看了这种贮

藏食物的行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可发挥大用处了！ 

果然，有一年，森林大旱。鸟儿们觅不到食物，都饿的头昏眼

花，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凤凰急忙打开山洞，把自己多年积存下

来的干果和草籽拿出来分给大家，和大家共渡难关。 

旱灾过后，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鸟儿们都从自己身上选了

一根最漂亮的羽毛拔下来，制成了一件光彩耀眼的百鸟衣献给凤凰，

并一致推举它为鸟王。 

以后，每逢凤凰生日之时，四面八方的鸟儿都会飞来向凤凰表示

祝贺，这就是百鸟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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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与人 

很久以前，有一个勇敢、聪明的侗家后生，叫阿宁。有一回他出

远门办事，走呀走呀，觉得一个人很孤独，心想有个伴就好了。不料

这个想法被一个魔鬼知道了，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人。于是他俩结

伴而行。 

他俩走着走着，魔鬼脚走痛了，就想出个主意，让阿宁背着他

走。魔鬼说：“我们这样走，再走两天就走不动了，我俩来互相背着

走吧。” 

阿宁答应了，问魔鬼：“那谁先背谁呢？” 

魔鬼说：“这样吧，哪个年纪小就先背年纪大的。” 

阿宁知道魔鬼想耍花招捉弄自己，想了想就对魔鬼说：“你先提

了来，那你先报自己的年纪吧。” 

魔鬼说：“天下还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已经出世了，我是天底下出

世最早的一个人。” 

阿宁听魔鬼这么说，心里暗自骂道：这个恶魔，这也想难住我

么？魔鬼一说完，阿宁就放声大哭起来。魔鬼感到莫名其妙。问：

“你哭哪样。”阿宁不回答，而且越哭越伤心，魔鬼急了，说：“你

哭什么，说呀！” 

阿宁这才慢慢地说，“哎，难得讲呀，恰恰你出生的那一天，我

的崽死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又勾起了我的伤心事。” 

魔鬼张口结舌，只得认输，先背阿宁走。 

走着走着，魔鬼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恼恨。心想：我决不能叫人

占便宜。于是又对阿宁说：“我俩原先没讲清楚。到底要背多远呢？

得有个约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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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宁想了想，说：“原先没讲清，现在不好定。这样，我在你背

上唱支歌，几时唱完几时换我背。” 

魔鬼想，一支歌能有多久呢？于是满口答应了。阿宁开始“哟哟

依，哟哟依”地唱起来。其实阿宁并没有唱什么歌词，翻来覆去老是

那句“哟哟依”。 

又走了一天，歌还没有唱完。魔鬼急了，问：“你这支歌几时才

唱完呀？老是那个哟哟依！” 

阿宁不作回答，仍旧唱他的“哟哟依”。 

到了傍晚，魔鬼实在走不动了，对人哀求说：“你的歌几时才能

唱完呀，我们先歇一会吧。” 

阿宁看看天色，同意了。说：“这是你要歇的，我的歌并没有唱

完，我们说话要算数，什么时候唱完什么时候换我背你。” 

人能编那么长的歌吗？魔鬼有点怀疑，问：“你唱的是什么歌

呀？”阿宁说：“这支歌是开天辟地歌，有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句！

我唱了一天，才唱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句哩！” 

魔鬼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听阿宁这么一说，只得暗暗叫苦，心

想，我得另外想办法整他才行。 

歇了一会，魔鬼计上心来，说：“世界上你最怕什么东西！” 

阿宁知道魔鬼又在打自己的主意了。于是他将计就计，说：“我

最怕的有两样，一是糯米粑粑捏成的人，再一个是炖熟了的鸡。” 

魔鬼听说暗自得意，心想：“这两样东西还不好办！等我拿来了

把他吓跑，也就免得明天再背他了。” 

到了晚上，魔鬼趁人睡觉，去偷来了糯米粑粑和熟鸡放在阿宁的

身边。然后把阿宁叫醒，说：“你快看，你身边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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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宁醒过来，见了糍粑和炖鸡，心里高兴极了，但故作惊讶地喊

叫：“呀！不得了，可吓死我了！”说着抓起粑粑和炖鸡就吃，三下

五去二几大口就吃了个干干净净，填他了肚子。 

魔鬼愣住了，不解地问：“你不是最怕这两样东西吗？怎么把它

都吞掉了？” 

阿宁说：“我害怕它们，把它们吞掉也就不怕了。” 

魔鬼有苦难言。 

第二天，阿宁又要魔鬼背，魔鬼没办法，只得背着人继续走，人

还是在唱他的哟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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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变桑田 

在广泛流传的藏族民间故事中，有这么一个关于喜马拉雅山区的

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涛卷起波

浪，搏击着长满松柏、铁杉和棕榈的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森林之

上，重山叠翠，云雾缭绕；森林里面长满各种奇花异草，成群的斑鹿

和羚羊在奔跑，三五成群的犀牛，迈着蹒跚的步伐，悠闲地在湖边饮

水；杜鹃、画眉和百灵鸟，在树梢头跳来跳去欢乐地唱着动听的歌

曲；兔子无忧无虑地在嫩绿茂盛的草地上奔跑……这是一幅多么诱人

的和平、安定的图景呀！有一天，海里突然来了头巨大的五头毒龙，

把森林捣得乱七八糟，又搅起万丈浪花，摧毁了花草树木。生活在这

里的飞禽走兽，都预感到灾难临头了。它们往东边跳，东边森林倾

倒、草地淹没；它们又涌到西边，西边也是狂涛恶浪，打得谁也喘不

过气来，正当飞禽走兽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大海的上空飘来了

五朵彩云，变成五部慧空行母，她们来到了海边，施展无边法力，降

服了五头毒龙。妖魔被征服了，大海也风平浪静，生活在这里的鹿、

羚、猴、兔、鸟，对仙女顶礼膜拜，感谢她们救命之恩。众空行想告

辞回天庭，怎奈众生苦苦哀求，要求她们留在此间为众生谋利。于是

五仙女发慈悲之心，同意留下来与众生共享太平之日。五位仙女喝令

大海退去，于是，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是万顷良田，南边是花

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那五位仙女，变成了喜马拉

雅山脉的五个主峰，即：祥寿仙女峰、翠颜仙女峰、贞慧仙女峰、冠

咏仙女峰、施仁仙女峰，屹立在西南部边缘之上，守卫着这幸福的乐

园；那为首的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她就是今天的世界最高峰，

当地人民都亲热地称之为“神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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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新米先喂狗的由来 

传说哈尼族祖先原来不会开田种地。后来天上有一位掌管五谷的

神仙，他在天上有一丘栽种七十七种谷物的大田，耕耘这丘田，必须

有一千二百个仙童，驾驭着一千两百头神牛梨耙一天，才能把整丘大

田犁耙完。栽种的时候，必须有一万二千个仙姑，用七十七种谷物栽

插一天，才能把整丘田栽种满。除草的时候，必须有一万二千个仙姑

工作一天，才能把整丘大田的杂草除干净。收获的时候，必须有一千

二百个仙童和一万二千个仙姑收割一天，才能把七十七种谷物收完。

收回来的七十七种谷物，必须有一千二百个仙童和一万二千个仙姑翻

晒，搬运一天，才能把七十七种谷物晒干扬净，装进仓库。因为那时

凡间的人们还不会种出五谷杂粮，没有吃的，只好到深山老林里去采

摘山果充饥，或者追捕野兽野禽。没有棉花和麻，人们就用兽皮蔽

体，抵御寒冷。人们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忍受着。 

凡间人们的贫苦生活被天上的幺姑娘看见了。幺姑娘是一位聪

明、贤惠、心地善良的美貌姑娘。她看见凡间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

东奔西跑，到头来还是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回到家里，幺姑娘就忧心忡忡地对神仙说：“阿大，我们在天上有七

十七种谷物，吃饭穿衣都不愁，但是凡间的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

的生活，就是铁石心肠也看不下去啊。”说到这里，幺姑娘的眼泪都

要流下来了。她看见神仙不吭声，就试探地问：“阿大，如果我们把

天上的谷物种子送一些给凡间，那凡间就不会这么苦了。”谁知神仙

听完了幺姑娘的话立即板起脸来，冷冰冰地说道：“幺姑娘，凡间的

人们必须再等三年，才能得到这七十七种谷物的种子。”“还要等三

年？”幺姑娘一听，脱口反问一句。天神很不高兴她的冲撞，狠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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