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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特产传说·

31 1．三七的传说

(壮 族)

三七①，是人间的灵丹妙药。许多病只要吃上点三七，都能治好。

传说，三七本是天家神药。是谁带到人间来的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老君山下有一间竹瓦盖的楼房。楼下关牛，关马I楼上住着一家三

I=1人l阿爹，阿妈，儿子覃秀。覃秀刚满十八岁，长得漂亮，又聪明、能干。只要他背

着弓箭上山去，遇着虎，虎就逃不脱；碰着鹰，鹰就飞不了。他从小跟阿爹学犁、学耙，

跟阿妈学种、学收，凡是庄稼活，没有哪样做不好。

一天，阿爹得了筋骨病，不几天就瘫了，哼哼唧唧，整天躺在床上。没隔几天，阿

妈又被刀砍伤，流了很多血，她哭呀，叫呀，伤口一天比一天烂得大。覃秀什么药都找

来给阿爹、阿妈吃了，都不见好转，他心里非常焦急。

转眼就到六郎节②，爹妈的病仍然没有好。这天清早，覃秀学着阿妈往年做花饭的方

法，染了红、黄、绿、紫、蓝、黑加上白七色糯米，分别放在甑子里蒸。第一次做花饭，

他以为做得不好，谁知蒸熟舀出来，颜色特别鲜艳，香气特别浓烈，味道特别鲜美。奇

怪的是：七色糯米刚搅拌在一起，各种颜色的米粒就一齐跳动起来，变成一对五彩凤凰。

活灵活现，看得见，摸得着，赶不跑。更奇怪的是，将花饭分成两簸箕，凤凰就变成两

对，分成十簸箕，又变成五双。舀了两碗，每碗上面又各有一对凤凰。他端着走到床前．

一碗递给阿爹，一碗递给阿妈，叫他俩看。两老看了一阵，乐滋滋地说：“阿秀哩，凤凰

呈祥，有喜事来了l”

覃秀苦苦一笑，回答说：。有哪样喜呢?你两老病着，真的有喜也笑不起来。别的我

不想，只巴望你两老早点病愈。一

太阳冒出山了，覃秀在晒台③上铺了一床簟席，把剩下的花糯饭抬来，摊开了晒干，

等以后想吃时再拿来蒸。簟席大，花饭摊得开。变出来的那对凤凰就更大了。

①三七t贵重药材，云南文山特产．

②六郎节，文山壮族传统节日，又叫七郎节，时间在每年阴历六月一日．或七月一日．要染七色糯米，杀牛宰

马，祀莫壮族侬智高，典议隆重．

③晒台-壮家搭在楼前与樱相平的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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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凤凰不仅美丽，还能跳舞呢!覃秀围着簟席，转到东，凤凰舞到东，转到西，凤

凰又舞到西；他转得越快，凤凰也舞得越快。他越看越有趣，不觉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

谁知他刚笑，炸雷就响了。他笑一声，天上响一个炸雷I他笑两声，天上响两个炸

雷⋯⋯接着，洒下雨点来，又听到“喳”的一声，一只田鸡随着雨点落到了簟席上。田

鸡接连拣了七颗七色糯米吃了，向凤凰点点头．凤凰就突然不见了。

覃秀以为妖怪，转身冲进家，取了弓箭，拉满弓，鼓足力，对着田鸡连续射了三七

二十一箭。但是不管覃秀怎样射，田鸡仍然蹲着不动。每一箭射来，它都用嘴轻轻接住，

一支一支放在簟席上。

箭射完了，不能把田鸡杀死。他又去拿宝刀。当他拿了刀从房里跨到晒台上，一看，

箭整整齐齐的照原样放在那里，田鸡不见了，有个如花似玉的壮家姑娘，笑盈盈地站在

簟席边。见了他说：“阿哥，你好箭法呀I我若不是仙人，早就被你杀死啦J”

覃秀木头一般愣住了，半天才挤出一个字：“你?”

姑娘一笑，说：“我?放心，我不是妖精，是天上的七仙女。”

。那⋯⋯那只田鸡呢!”

她抖了抖手中的田鸡皮，说：“它变成我了。”

“啊?”覃秀惊得目瞪口呆。

姑娘说：。一天，我到南天门游玩，听见人间有哭声、呻吟声。我就变成一只天鹅飞

到人间来看。才知道你阿爹、阿妈生了病，躺在床上呻吟。我想起人间没有好药治病，飞

回天上，悄悄把太上老君的一棵神药丢下人间来了。”

“那药能治好我爹、我妈的病吗?”

“能。后来，太上老君知道我偷了他的药，去禀告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说我犯了天

规，将我贬到人间为田鸡了。”

覃秀说：“你的心太好了。你就变成人吧，变成人挨我家一同住。壮家有姓田的，你

又是七妹，我就叫你田七妹吧。”

田鸡说：“只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变成人。不过，只要你能找到我丢下来的那棵神

药，阿爹、阿妈吃了，病也会马上好；我吃了，就能⋯⋯”

听到这里，覃秀就明白了，马上打断田七妹的话，问：。那药叫哪样?”

田七妹答：。太上老君叫‘山中之奇’，我们姊妹称它‘三七’。”

。哪样形状?”

。这棵药有异样，三枝七叶，像把伞，顶端有一百多颗红籽，缀成一个圆盘形。一

“你丢在哪点?一

。当时，我是朝你家丢的。因心里慌，不小心，就丢歪了，落在老君山顶。”

覃秀听了，跺着脚，拍着巴掌，惊叫：。唉呀，糟了I老君山又高又大，上，能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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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四十九天，笨人要九九八十一天，下，能人要五五二十五天，笨人要六六三十六天。

这还不算，山上豺狼虎豹成群，即使是能人，也没办法去采!”

爹妈躺在床上，覃秀和田七妹的话全听到了。这时，阿爹插话说：“田七妹虽然是仙

人，为了解除人间病痛，连死都不顾，才把三七丢到人间来。你还怕哪样?”

覃秀将头转向屋内，对阿爹说：“阿爹，我打死的豺狼虎豹也不知有多少，．一家人吃

不完，做成干巴都有几百块，我还怕哪样嘛l但野兽太多，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不行。”

。我听你爷①讲，老君山上的野兽，太阳出来时，下山四散找食吃；太阳偏坡时，才

聚集在老君山顶。你乘太阳没当顶时上山，太阳当顶时下山，不是行了吗J”

覃秀听了阿爹的话，觉得很对，就说：“阿爹，阿妈，田七妹，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

三七挖下山来。”

阿妈说：“阿秀，小心点，早去早回，免得妈挂心。”

覃秀应了一声，别上宝刀，背上弓箭，向田七妹笑了笑，就朝楼下走去。

田七妹说：。等一等。”覃秀站住脚，回头看时，见田七妹又变成了人。她向天哈了

一口气，一个绣花口袋随即从天上飘落下来，不偏不歪地落在手里。她跑下楼折来一片

芭蕉叶，将花糯饭捏成一团，放在叶子里包好，装进口袋，笑着递给他，说：“阿哥，爹

妈有我照顾，放心地走吧。记住；遇到困难你就打开花糯饭。”

覃秀挎上绣花袋，就朝老君山大步走了。老君山山腰有匹瀑布，直泻下来，冲成了

一个转潭。覃秀望着老君山顶，心想：能像这瀑布一样直直地登上老君山多好啊!随着

又想：爬山就是第一件困难事了。他便从绣花口袋里掏出花糯饭来打开。

花糯饭刚摊开，一条浑身长鳞的大龙，立即从转潭中腾空而起，落在他面前，问：

“阿秀，我是龙王，找我有哪样事?”

“我要上老君山采三七，请送我到山顶去。”

“好。快骑上我吧!’’

覃秀包好花糯饭，放进袋里，就跳上龙背。那大龙便跃进转潭，从山脚沿着瀑布向

山顶飞腾，击起的水珠溅了几十丈远，哗哗落下，震得悬崖上挂着的树木、藤条东摇西

摆，但一滴水珠也淋不着覃秀。到了瀑布尽头，龙说：。我不能离开水，就送到这里。你

慢慢走吧I”

“好。”覃秀跳下龙背，龙转身钻进转潭中。

覃秀朝上走去，走了一截，一堵高崖巨壁挡住去路，正面爬不上去，左右两侧也行

不通。覃秀想：这又是困难了。他又从绣花口袋里掏出花糯饭来打开。

花糯饭刚摊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咴咴”叫着，从天空降落在他面前，说：“阿秀，

①爷。祖父．

77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飞龙马，找我有哪样事?”

。我要到老君山顶采三七，请驮我到山顶去。”

“好，快骑上我。”

覃秀包好花糯饭，放进袋里，就骑到马背上。飞龙马便从崖脚向崖顶升腾。时而穿

过雾，时而穿过云，风在他耳边呼呼响，云一朵又一朵地从他脚下飘过。不多一会，就

到崖顶了。飞龙马说：“到山顶了，我回去啦J”

“好。”覃秀跳下飞龙马，它就扬蹄跃到空中，穿云破雾朝天上去了。

这时，太阳刚升到山腰。那山顶上到处长着小树。小树中间，有竹子，有藤条，有

棘蓬。虽然已是盛夏了，还开着红的、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的野花，还结着大的、小的、

红的、黄各种各样的果子。这些花、草、竹、藤、木都杂生在一起，给覃秀寻找三七增

加了困难。

覃秀向四周看了几眼，太阳就快当顶了。心想，这太阳升得好快呀!得赶紧把三七

找着，不然太阳落了坡，四面八方的野兽都聚拢来，那就糟了。他心一急，把田七妹的

嘱咐也忘了。

他在山顶上仔细寻找三七。每一棵草，每一棵小树，每一根藤子，都看了，没有哪

一样是三七。太阳当顶了。他加快了脚步，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整个山

顶都找遍了，可是连三七的影影也没有看见。

太阳偏坡了。四周已隐隐传来野兽由远而近的嚎叫声。他急得满头大汗不管地上有

没有竹签，前面有没有棘蓬，穿来插去地寻找着。衣裳，被挂烂了；裤子，被撕碎了；脚、

手、脸、被划破了I血星星点点地洒满了山顶。但三七仍然没有找到。

唉呀，太阳落坡了。这时，野兽成群结队地向山顶围拢来，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他

赶忙摸箭袋，没摸着，却摸到了花糯饭。他心里一亮，立刻掏出饭来打开。

刚一摊开，立刻飞出一对凤凰。凤凰向四周看了看，急速叫了三声。当时，花、草、

竹、藤、木，凡不是三七，都应声倒伏在地。接着，一棵三枝七叶、顶着一团圆盘形红

籽的三七，从泥土中摇摇晃晃地冒了出来。凤凰立即说：。这就是三七，土中还有果实，

快刨土l”

见到三七，覃秀忘了累，忘了饿，忘了痛，忘了四面围上来的野兽，他跑到三七旁

边，小心地刨起土来。覃秀刨了一会，凤凰突然飞了起来，大声叫道：“野猪J野猪J”

他抬起头，。呼”地冲上来一只八九尺长，六七尺高的野猪。他顺手扬起刀，一刀就

把野猪砍翻在地。接着，又小心地刨起三七来。

才刨了几下，凤凰又突然飞起来，惊叫到：“黑熊!”

他抬起头，。呼”地冲上来三只一丈多长，七八尺高的黑熊。他“唰”地站了起来，

双手握紧刀柄，一纵一跃，左砍右杀，把三只黑熊砍翻在地。接着，他Y-d,心地刨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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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来。

刨了一会，已经见到三七果实了。他怕刀尖刺坏三七，就将刀放在一边，用手指刨

起土来。眼看就要刨出土来了，凤凰又飞了起来，拼命大叫；“老虎l老虎I”

他站了起来，还没来得及拿刀，七只老虎就冲了上来，将他团团围住。一只猛虎冲

到他前面，他飞起一脚将它踢翻，就势一纵，纵出几丈远，取下背着的弓，搭上箭，鼓

足劲，“嗖嗖”向老虎射去。七只老虎应声倒下，接着，他快步跑到三七旁，又继续刨土。

刚要刨出三七果实，凤凰看了一下周围，成群的野兽都拥了过来，厉声叫道：“快射

箭，我来刨。”凤凰说完，就用脚刨起土来。

覃秀一手拿弓，一手拉弦，向四面八方拥上来的野兽射箭。他箭不虚发，一箭死一

只，两箭死一双，射死的野兽躺了一大片。这时，三七被凤凰刨出来了。一只衔着三七

飞了，一只伏在地上，对覃秀说：“快，骑着我。”

覃秀刚骑上，凤凰就慢慢起飞，跟着衔三七那只回家了。在空中，他低头一看，整

个山头挤满了野兽，对着他狂嚎着。他感到又累又困，就伏在凤凰背上睡着了。

他醒来时，已是六郎节的第二天早晨。他躺在床上，田七妹笑盈盈地站在他旁边。他

问七妹：“凤凰呢?”田七妹说：。它们是天上的神物，把你驮回家后，就上天了。”

。阿爹阿妈呢?”他俩喝了三七汤，病好了。在厨房里杀鸡宰鸭，准备给我俩办喜

事呢!”

。你还变田鸡吗?”“吃了三七，定了形体，不再变啦l，，

当天，覃秀和田七妹结了婚。一家四口，欢喜不尽。

一天，田七妹兜了三七籽，递一把锄头给覃秀，说：“阿哥，人间患病的人多呢，走，

我俩将三七籽种上，出更多的三七，以后好为更多的人治病。”

覃秀高兴地说：“好!”

就这样，三七便在人间开花、结果，一代一代传种下来了。

过了几年，田七妹与覃秀突然不见了。据说，王母娘娘因一时之怒贬了七妹，后来

念她勤劳、心好，连覃秀一起，召回天上去了。

此后，壮家为了纪念田七妹与覃秀，这棵神药除了叫三七外，还有叫田七、覃秀

的呢。

讲述者：林安再(壮族)

采录者。刘德荣．

采录干砚山、文山一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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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油香的来由

(回 族)

每年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我们回族家家户户都要做。油香”。。油香”花色品种

很多，有糯米面做的，有麦面做的，有玉米面做的，有高粱面做的，有荞面做的，有几

种面混合做成的，还有中间包豆沙的、包枣泥的等等，无论哪一种“油香”都香甜可口，

但很多年轻回民，还不知道。油香”这名字是谁给的，更不知道‘‘油香”的来由。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很混乱，古人盖下的清真寺无人进出，

人们不做礼拜，不遵循教规，不讲道理，种田人不互相帮助，做生意人不公平交易，人

们为了自己得到利益，尔虞我诈。大欺小，强欺弱，富欺贫到处可以见到。

穆圣①知道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回民们听到圣人来，都忙碌起来了，大富人家宰

骆驼、宰牛羊，有的人家宰鸡鹅，有的人从池塘里捞取活蹦乱跳的鲜鱼，有的人从山里

采回鲜嫩的木耳、香菇，准备做一桌最好的菜，请圣人光临门庭就餐。不少人家还从很

远的地方挑回甘甜的山泉，拿出最好的春茶叶，请圣人饭后喝香茶水。

有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年过半百的回族夫妇。老两口为人忠厚诚实，勤劳善良，但

很贫穷，他们最大的财产就是头顶着的茅草房，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个七岁的宝贝儿

子来福。一年到头，老倌做短工，老妈妈纺线织布，可三个人的日子还是过得像黄牛一

样苦寒。老两口听说穆圣已经到村子清真寺里住下了，也想做点好吃的东西去向圣人表

表一家的人敬仰的心意。做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家中一贫如洗，每天的粗茶淡饭都吃

不上啊j老倌因为拿不出好吃的食品急得在家里团团转，老妈妈因为做不出好吃的食品

哀声叹气。小儿子望着阿爹阿妈也很着急。老倌抬头，看见屋梁上吊着几包舍不得吃的

玉米，老妈妈想起了罐子里的麦种，老两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商量后，叫娃娃把

玉米掰下来，老妈妈从罐子里倒出一碗麦种，老倌推磨，不多时，像雪一样又白又细的

面粉磨出来了。老倌又从篾箩里拿出过节时才舍得吃的那盒用甘蔗叶包着的红糖，娃娃

烧火熬糖水，老妈妈用糖水和面，老倌又把点灯的菜油倒进锅里，面和好后，老妈妈照

着太阳的样子做成了个圆圆的粑粑放进油锅里煎炸。不多时，一个甜蜜蜜、香喷喷的粑

耙做成了。谁送去呢?老倌望望老妈妈，老妈妈望望老倌倌，都觉得很为难，隔了一阵，

①穆圣。即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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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倌开口说：。来福他妈，我一身破衣烂裳，你穿的了丁丁吊吊喃，咋个好去见圣人?”说

完老两口又哀声叹气起来了。在老两口没主意的时候，来福开口说：“阿爹阿妈，你们让

我送去好啦，我在路上一定不偷嘴。”老两口看了看很懂事的娃娃，放心的让他去见圣人

了。于是，阿爹为来福洗浴净身，阿妈拿起儿子的衣裳来，把破烂处精心的连了又连，才

让来福端着粑粑出门。

来福进清真寺的时候，很多回民都围着穆圣，敬请他到家时进餐。穆圣为难了．当

圣人看到人群后面站着一个孩子，恭恭敬敬地端着一个粑杷，态度十分虔诚。智慧的穆

圣明白了。他吩咐大家回去，叫全家端着饭菜一起到清真寺里来。人们听从圣人的吩咐

走了，清真寺里只剩下来福孤单单的站在那里。穆圣走到孩子面前，躬问道：“孩子，你

叫什么名字?”

“沐来福。”。家在哪里?”。村子尾巴。”“家里还有什么人?”“阿爹阿妈。”“你来这里

做什么?”“我替阿爹阿妈送粑粑来请圣人吃。”

。来福，你领我去家里好不好?”孩子站着不动。穆圣知道孩子的心事，接过装着粑

粑的土盘子放好后，亲亲热热地拉着孩子的手，有说有笑来到了来福家里。老两口见圣

人到家里，又惊又喜，老倌连忙端来凳子让圣人坐下，老妈妈随后捧来了一杯粗茶。穆

圣边喝茶边看，房子虽然是茅草盖成，但很清洁，两位老人衣着虽然是补钉压补钉，却

很干净。穆圣人知道主人为难，没有谈讲什么，喝完茶水后，便邀老人一家到清真寺去。

当穆圣和来福一家来到清真寺里的时候，寺里已经是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啦，各家端来

的佳肴，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穆圣穿过人群，走到了礼拜堂前，圣人率大家向真主叩拜后，面对教徒朗诵经文。诵

毕，不少为富不仁的人醒悟了，许多有势力但做过亏心事的人羞愧了。他们低头耳语，今

后一定遵守教规，遵照穆圣教诲做人行事。大家议论了一些时候，圣人端出来福一家的

粑粑，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个粑像太阳一样圆，我希望教徒们像粑粑一样团结在一起。”

穆圣认真看了看杷粑后接着说：“这个粑粑，油光光，香喷喷，就把它叫做油香吧。”说

完，圣人把油香分做若干小块放回土盘子里，不分老小，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叫每人都

拿一块吃下去。最后，穆圣说：“天下回民像一个圆圆的油香，每个教徒是油香中的一点，

今后，回民们要像油香一样，紧密团结，不分我你。”顿时，富有的人家都争着把像来福

家一样穷苦的人家拉入自己的席上吃饭，过去常争吵的人也坐在一桌吃饭饮茶。穆圣和

教民们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餐和气饭。

从此，这个地方的回民团结得像一个油香了。每年过“古尔邦节”做食品的时候，家

家做油香到清真寺里，根据各家的财力，多少不限，都拼在一起，大家一起吃。

后来，回族中做油香的习俗越传越开。今天，凡有回族的地方，到过开斋节的时候，

也像这个地方的回民，家家做油香，端进清真寺里以后，大家一起吃。不论天南还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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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回族，每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团结互助。大家骄傲地说：“我们回族，都是吃

一个油香长大的。

讲述者：李增荣(回族)

采录者：马云祥陈振中

采录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31 3．鸡纵的由来

(汉族)

有一个柴夫，上山挑柴时经常去喝一个龙潭里的水解渴。这水不仅仅又清又凉，喝

了后感到有使不尽的力气。

有一天，柴夫又去喝水，想不到清清的龙潭水变得浑浊浊的。柴夫口干舌燥，脚无

力气，心中火起，就对着龙潭大声说：“龙啊龙l你如果是害大病就出来我给你瞧瞧，莫

把水搅浑。”过了几天，老龙变成一位白胡子老人，来到柴夫家，见一妇人就问：。大嫂，

请问打柴的大哥在家吗?他说给我瞧病，今天找他来了。”妇人回答说：“他上山挑柴未

回来，他不会瞧病啊J”老人说：。是他说过的，我一定要等着他回来。”等到吃晚饭时，

柴夫回来了。妇人把老人来找的事告诉了他，柴夫就把在龙潭边的经过讲了一遍后说：

。病我是不瞧，药也没有，他来了就把家中养着的独母鸡杀了招待他。”夫妇两人马上动

手杀鸡做饭，到吃饭时请老人家上坐，忽然从老人的顶明星①飞出一条蜈蚣叮在鸡肉上，

老人即刻拿手中的文帚将蜈蚣打死。说：。大哥鸡肉莫吃了，快拿出埋着。过两天你又可

以来喝清清的龙潭水了．

柴夫照办了。几天后到龙潭边来看，果然浑水变成清水啦J塘中还漂着一个小木啦②，

这小木啦还可以舀水喝呢l他再到埋鸡肉的地方一看，真怪J只见出了一朵朵白麻麻的

东西，他拔起一朵放在鼻子上一嗅，还有股清香味。柴夫就拔了一些拿回家，试着煮吃

了一点，味道像鸡肉一样，好吃极了J吃得身体也很好。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每到雨

季，大家都去山里找来炒吃，煮吃，由于它有鸡肉味，所以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

①顶明星，头顶中心处．
②小木啦。即小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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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鸡纵”。

314．鬼教人酿酒

讲述者：杨德贞

采录者：杞荣春

采录于姚安县

(独龙族)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人和鬼同住在一起，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人劳动了一天累

得精疲力竭，吃了晚饭，天一黑就睡觉。可是，鬼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常不是在这家集

中就是到那家集中，直到深更半夜衣哩哇啦地笑闹声不停。鬼的笑闹声常常吵醒了睡梦

中的人。

可是，人就不知道鬼集中在一起做什么。为了揭开这个谜，有一天，有个妇女故意

地问鬼：“你们每晚上都集中在一起，你们的说笑常常把我们人吵醒了，你们在做什么呢?一

鬼回答她说：“我们在扭安①。”妇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妇女又继续问鬼：“那你们用

什么东西酿酒呢?”鬼爽快地说：“酒是这样酿的，首先是从山上拿龙胆草来晒干，然后

把龙胆草舂成面，和包谷面掺合在一起，就像揉粑粑一样揉，揉透后捏成粑粑，这粑粑

在篾箩米糠里捂十多天后就变成酒药了。这酒药粑粑又舂成面，把药面撒在饭里，把药

面和饭拌均匀，又捂在篾箩里两三天，再装到土罐里，这样，十多天后就成酒了，就可

以喝了。”鬼有声有色地讲述造酒药和酿酒的方法。妇女全神贯注地听着，鬼所讲的每句

话，她都牢牢地记在心里。此后，妇女就按照鬼所教的方法造酒药和酿酒，果然真的成

功了，人也会酿酒了。

从此，独龙人就用这个方法造酒药和酿酒了。

讲述者：伊里亚(独龙族)

采录者；巴国强

1989年采录于贡山县独龙江乡

①扭安，独龙语，即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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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酒的由来

(拉祜族)

很古的时候，有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过着艰难的日子。

有一次，儿子和寨里的小伙伴一起去献祭厄莎神，由于他家里贫穷，拿不出什么东

西，只有看着别人去献祭了。

回到家里，他心里很难受，随时都在想着这件事。有一天，他到山上去砍柴，在箐

边看到许多的芭蕉，他砍了一团又长又大的芭蕉扛回来，好好地炕在火炕头上，等着芭

蕉发黄后好拿去献给厄莎。不几天，芭蕉黄熟了，满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生病的母

亲对儿子说：“儿啊，你炕的芭蕉熟了，给妈吃一个吧!”儿子回答说：“不行，这是献给

厄莎的礼物。”母亲又说：“我有病很想吃，哪怕吃一个也好。”妈妈说了很多好话，儿子

就是不肯给妈吃一个芭蕉。

一年一度的祭祀厄莎的时间到了。儿子就抬着芭蕉，走到祭献厄莎的地方，他还没

来得及开口，厄莎就说话了：“小伙子，你是拿着芭蕉来献给我的吗?告诉你，我不是你

的厄莎，我是地上一切生灵的厄莎，你真正的厄莎就是躺在火塘边的老母亲，你母亲养

你这么大了，她病在床上想吃你的一个芭蕉你都不愿给，还来向我上供，这种礼物我吃

不下去，也不欢迎你。”

由于厄莎没接受他的礼物，他心里难过又害羞，他想如果把芭蕉拿回去，怕寨里人

笑话，于是，就把芭蕉放在一个大树洞里，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不久，芭蕉在树洞里发酵化成水了，整棵树灌满了芭蕉水，香味四溢，引来无数的

小鸟，小鸟喝了芭蕉水，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有个看牛人路过口渴，就喝了些芭蕉水，

结果醉得不省人事。醒来后，他感到很稀奇，见人就讲。人们听了，好奇地都要去试试，

果真个个都醉倒了。他们不知是什么东西，就用竹笆栅了起来。后来，有个挑米的过路，

因为口渴，又喝了洞内的水，也被醉倒了，口袋里的米全被芭蕉水浸透了。

这人挑着米回家做饭，他把米汤倒出来喝，感到周身轻快舒服，解除了一天的疲劳。

他十分不解，又把挑回来的米掺到别的米中再煮，仍然喝了很舒服。他就把这事告诉大

家，人们都争着分一点去试试。果然是真的，都说那是些米。酒王子”，后人叫它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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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酒王子，家家都会烤酒了，大家都以痛饮为快，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经常误事。老

人便告诫后人：酒是。不孝子孙，”喝醉了神魂颠倒。

讲述者，李云保(拉祜族)

。采录者。扎约

采录于澜沧县

附记

酒在拉枯族中是吉祥的象征，是大家喜爱的东西，也是待客的佳品，‘拉祜族无论男女都喜爱喝酒·

以痛饮为快，节日更是如此。大人喝酒时，要用指头蘸一点放在小孩子的嘴里。他们认为大人得吃，小

孩子也应吃。亲友来到家里，主人都以酒相待，这是拉枯人的规矩。

31 6．酒的传说

(阿昌族)

有一对夫妻，五十岁才生得一个儿子。

为了让孩子长大成人，就到大山上找了一个石头拜做干爹，起名石保，意思是托石

头保佑这棵独苗苗。夫妻俩把石保当命根子，精心照料抚养，从不给他经风受凉。石保

还不到两岁，父亲病死了。母亲一人将他拉扯大。母子俩一直相依为命，妈妈每天背着

孩子上山砍柴，靠卖柴度日谋生。石保长到二十岁了，妈妈给他娶了媳妇，一家三El勤

劳生活。El子慢慢富裕起来。

石保夫妻两个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夫妻两个天天拣好的吃，让妈妈吃点剩汤剩饭。夫

妻俩穿好的，给老人穿的是破衣烂衫，妻子还借口老人脏，把她赶到草堆上去住，只给

一块席子片垫着。

石保家日子好过，经常有人来请他做客吃饭。石保家两口子为了挣脸面，也请了一

次客。四乡五邻的有钱人请了不算，连官家都请了。

做客的日子到了，石保妈想到来的亲戚很多，自己连件好衣服也没有，怕丢TJL子

的脸。就跑到大桥底下躲起来。正在这时，一位心地善良的寨头带着全家人，骑着马来

做客。上了桥头，马突然不走了，任你鞭子抽，马就是不过桥。寨头感到奇怪，叫随从

到桥底下去看。随从到桥下一看，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妈妈蹲在下边。．随从惊问道：

。老妈妈，您老人家为什么坐在桥下?：’老妈妈回答道：“家里请客，我的衣服太烂，不好

意思见客人，只好在这里躲一躲。一随从说：。寨头老爷就是到你家去做客的，马到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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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过，老爷要我看看桥上桥下有什么。”老妈妈听说是做客的，害羞得赶紧跑到很远很

远的地方躲起来。

寨头过了就问那随从：。桥下有什么东西?”那人把情况告诉了寨头，寨头马上派人

去找这位老人，可这老妈妈已经无影无踪了。

寨头来到石保家，石保夫妻热情迎接，亲自招待。寨头喝了一口茶说：“你家请客，

我们全家都来了，按照祖先传下的规矩，我要先见你们的老人再吃饭。你母亲活到八十

高龄，真是难得，就请她老人家出来让我会一会吧。”

石保叫了几个青年人去找，找了半天也不见，石保就对寨头说：。找不到算了吧，她

老人家不在也好。”寨头又说：“她老人家不在，那就让我去看看她老人家住的地方吧。”

石保无可奈何地带着寨头去看。

看了老人住的房子和垫盖，寨头问：“为什么让老人睡在这个地方?”石保答：“老人

夜里尿多，屎臭，睡在家里不方便。”寨头又说：“在地方上来说我为大，今天我到你家

做客，在你家里你母亲为大。你这样对待老人，乡亲们是不会答应的。你把妈妈赶出去

来请客，我怎么能吃下这顿饭。”说完，生气地带着家人愤愤地走了。客人们知道了这一

情况，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家都认为石保夫妻俩不孝老人，虐待老人家。应该受到

遣责。做客的人说的说，骂的骂，站起来就走，一下便全走完了。石保没有办法，只好

把饭菜挑去堆在一条干沟沟边的草坡上。

不几天，从饭堆里淌出一股青水来。这水顺着小沟一直淌到寨头家的门前。没有下

过雨，沟里突然淌来一股清水，寨头很奇怪，就派了一个人顺沟去看个究竟。派去的人

顺着沟一直走到石保家堆饭的地方，找到了“水源”。这个人口渴了喝了一口，感到从来

没有喝过这么香甜的水。他回来就把情况如实地报告寨头。寨头听了，亲自带着人去看，

果然看到饭堆里淌出一股香甜的水。他用手翻翻饭堆，饭底下长满开着黄花的小草。他

们拔了一把黄花草拿回家里，把它拌在饭里，不几天从饭箩里淌出一股水来。这水就是

酒。酒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寨子里的人都跑去看，这个喝一口，那个喝一口，喝得满面红

光，喝得喜笑颜开。贪心的石保两口子想用这股水来敲诈大家，就说：“这水是从我家的

饭堆里淌出来的，不给喝了。”他两口子就用竹筒打起酒来轮着喝，喝来喝去，越喝越多，

一会唱，一会叫，一会笑，一会哭，像疯子一样。疯疯癫癫绕着饭堆转，最后倒在饭堆

边醒不过来，醉死在饭堆边了。

有人说，黄花草是石保妈变的，她把饭化成酒，好心的人吃了又香又甜，身强体壮。

不孝顺父母的人吃了会疯疯癫癫，直到死去。

讲述者：鹰茂芳(阿昌族)

采录者z张亚萍

1981丰采录于陇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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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盐的由来

(汉 族)
’1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间炒菜只知道放点野兽油，不用盐来调味。后来盐是怎

样来的呢?此事跟齐天大圣孙悟空有关。

话说那时，孙悟空封。弼马温”，在天上养天马。后来，因为他养天马养得好，玉皇

大帝又派他去看管蟠桃园。一天，七位仙女来摘蟠桃，孙悟空听见七仙女讲起蟠桃盛会

的情况，便问七仙女蟠桃盛会都请的谁?仙女说：“请了五方五老，五斗星君，三清四帝

的和太乙天仙，西天大佛祖，观世音及上八洞神仙等。”

悟空说：“我是齐天大圣，坐个尊席，有何不可?”众仙女说：“并未听到齐天大圣的

名字。”悟空听了心中不乐，却也不怪众仙女，便念咒言，使了个定身法，把众仙女定在

桃树下，径往瑶池而去。迎面撞着赤脚大仙。悟空故意拦住说：。玉帝知道老孙的劬斗云

快，叫我通知各路众仙，今年要先到通明殿演习朝礼，然后去瑶池赴宴。”大仙信以为真，

转身往通明殿去了。

悟空忙变做赤脚大仙的模样，轻步溜进瑶池宝阁，只见里面摆的五彩描金桌，千花

碧玉盆，还有龙肝凤髓，异果珍馐，非常丰富。那酒官、力士，把大缸仙酒抬到席前，扑

鼻的酒香，引得悟空止不住馋涎欲滴。他拔下几根毫毛放入I：I中嚼碎，喷出去变成一把

瞌睡虫，飞在众人脸上。顿时一个个手软头低，倒地酣睡。悟空跳到席桌前饱吃了一顿，

不觉醉眼嚎咙溜出宝阁，一路踉踉跄跄，歪歪倒倒，不料走错了路径，竞走到玉皇大帝

的御厨来了。 ·

这时，天气变得阴沉沉的。他走进御厨，东张西望，突然一点水珠滴在他头上。他

用手擦了一下，用舌头一舔，发觉有点咸味，便顺手抬来一盘御菜接着，水珠滴着的莱，

味道特别好吃；没有滴着的菜，味道就淡而无味。他抬起头来，看见水珠是从梁上的箱

子里滴下来的。便一纵身跳到梁上打开箱子，见是一块白花花的方砖。他用手摸一点放

进嘴里，味道和滴在他头上的一样。悟空自言自语道：“原来皇帝老儿在吃独食，我不如

把它偷回花果山去，让我那些孩子也尝尝这美味。一主意一定，他抱起箱子，用隐身法溜

出了南天门。

不久，七仙女、赤脚大仙及众仙官来到灵霄宝殿，将孙悟空骗他们的事向玉帝奏明。

玉帝听后立刻大怒，即刻降旨派托塔天王李靖、三太子哪吒、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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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星官及十二元辰等各路神将，点齐十万天兵，浩浩荡荡兴师出征，一直追到东洋大海

才追上悟空。

悟空回头一看，见天兵天将快到面前，他想，要吃大家吃，不吃一个也让他吃不成。

想到这里，就把箱子打开，丢在东洋大海里。那块白砖丢进大海后，海水就变成咸的了。

人们发觉用海水炒菜比较好吃，就把海水打来晒干用。东海的海眼通到磨黑①，这里的人

发觉水是咸的，就用铁锅烧干，熬出一块一块像冰块的东西，用它来炒菜、拌菜吃，特

别有味。当时，不知是谁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远”，大概是说这东西来的路远。后来一代

传一代，误把。远”，叫成“盐”了。就这样，盐的名称一直传到现在。

讲述者：陈德华

采录者：郭本有 吴德珍

采录干玉溪市

318．杆秤的由来

(汉 族)

古时候有个农夫，名字叫“秤”，一年冬天，他在雪地里见到一条冻僵的小蛇，就把

它带回家来，用火慢慢地温暖它，小蛇终于苏醒过来。它感谢农夫救自己九死一生之恩，

对农夫说：“我是龙子，蒙你救我一命，今后你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将肝脑涂地以报恩。”

说罢，告别而去。

几年后，世间正闹天灾人祸，瘟疫流行。连皇后娘娘都身染重病，危在旦夕。经太

医号脉问诊，说须如此这般。于是，京城立即向全国发出告示，说皇上紧需龙胆，庶民

百姓能呈献者，定将重赏。消息传到农夫耳里，他便想到了龙子，不觉大喜。遂去找龙

子说明此事。龙子一听，说：“既能救万岁娘娘一命，又是我报恩于你的时候，你就取吧。”

于是，小蛇现出真形，张开城门般的大嘴，让农夫持刀走进自己的肚内。农夫忍下心割

下一小片龙胆。出了龙肚，龙子又为他腾云驾雾，送他进京献龙胆。皇后娘娘此时已奄

奄一息，一得此药，．竟药到病除。皇上亲封农夫为某县县令。农夫心花怒放，前呼后拥，

走马上任，一时竞飘飘然想入非非：指甲大的一片龙胆，就可以换得个七品官，要是割

下整个龙胆，那不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了吗?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

①磨黑。地名．今属思茅地区警洱县，以产盐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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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去割了整个龙胆。儿子说：“我们救龙子一命，龙子已报我们一恩，怎能贪心致龙子

于死地呢?”县官不听儿子劝告，竟自找龙子去了。一边走，一边想了一套骗取龙胆的办

法。县官花言巧语，说得龙子信以为真，说：“既是如此，救人应该救到底，你就进去割

吧——不过，旧伤未愈，你千万不能割得太多。”说罢。又张开城门大的龙嘴。县官嘴里

满口答应，心里早已利令智昏。进得龙肚，对准龙胆一刀砍去，连根拔下，高兴得几乎

发狂。龙子失去了胆，顿时断气闭嘴，县官也因贪得无厌而闷死在龙肚里了。 ．

儿子知道这件事后，他对父亲的贪婪十分痛心，也为龙子的善良感到难过。回到家，

儿子用小蛇的身子做杆，以龙子的心作砣子，把父亲的心作钩，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它

为“秤”。他用秤来称东西。称出人间的公平和良心。这就是世间的第一杆秤。

讲述者：周智宇

采录者：周情抒

采录于金平县

31 9．王运通的狗皮膏药

(汉 族)

。王运通的膏药——拔尽肿毒。”这是老昆明人的一句常用歇后语。这歇后语有个

来历。

王运通是张三丰的老朋友，在辕门口(今光华街)开了一个草药店，专治风湿麻木，

跌打劳伤，无名肿毒等杂难病症，很有名气。张三丰成天疯疯癫癫，到处游转，一没有

钱花，就来找他借，王运通也不在乎几文零钱，反正有求必应，日积月累，也不知被张

三丰花了多少用费。

一天，张三丰提着一只死狗，来到王运通店里。他说：“我要走了，特别来向老兄辞行。”

王运通正忙着熬膏药，边下料边问三丰道：。你要到哪里去?”

“行云流水，漫无目的。”

王运通倒有点不舍：“需要钱吗?”

。不了。从前常破费你的钱财，今日一别，我也拿不出什么来报偿，送你一物，且作

报答。”

这时王运通的膏药正要收锅，张三丰边说边把那只狗丢进王运通的膏药锅里。

。唉呀I你你你J你是怎么搞的l e e e a e 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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