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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支故事起源地

山西和顺南天池村警察报告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也是目前我国四

大民间传说中唯一没有明确发源地的美丽传说。 经中共和顺县委、和 )1困县

人民政府领导的邀请，省城部分专家、学者和文化 、 旅游部门的领导赴和

顺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和顺县委、县政府关于"文化活县"的大略方针，给

我们以很大的触动;考察地所具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给我们以深刻的

印象;关于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大量景观，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牛

郎织女故事源于和顺县南天池村的认识趋于明朗 。

现将考察情况进行简要陈述。

自然风光

南天池村海拔1350米，周围山峰奇峻，林木茂盛，百草繁荣 。 村东 1公

里处，海拔1800 多米的天河梁横亘南北，气势宏伟，犹如一壁屏障，将南

天池村与外世隔绝，形成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 。

此地气候凉爽，年元霜期 110天左右，年均气温6 . 5 "C ，境内泉眼丰

富，泉水汩汩，寒冬不冰，四季不息 。 是一处极佳的消夏避暑胜地。

村境四周山峰常年云雾缭绕，恰似人间天上，天上人间 。

天河梁南端哨崖壁立，落差千米，从云端向下俯视即河北邢台界地。

上述这些自然条件，为牛郎织女故事发生时间以及内容要素，提供了

独有的环境、季节依据和最佳的背景选择。

这里插一句，河北邢台市近年经专家学者论证，确认牛郎织女故事源

于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天河山一带 。 邢台市已经开发了相关景点，打造了

"中国爱情山"以及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品牌。 而其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景

观部分，多在山西和顺境内 。 因此，在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尽快打出牛

郎织女故事发源地的文化品牌，尽快实施相应的景点建设和旅游规划，已

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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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名

以南天池村为轴心，半径2-3公里之内，历代传承着许多与牛郎织女故

事相关的古地名与景物名称 。

牛郎峪村一一距村西北3公里，故事中牛郎居住的地方 。

牛郎沟一一从村西北1. 5公里处的南天门贯穿至牛郎峪村 ， 为牛郎放牧

的地方，沟中有"饮牛池"与"牛郎故居"遗迹。

天河池一一村东南1.5公里处有一池碧水，为天河梁下 山泉，流淌经年

而不盈不竭 。 水池旁一株古板木树冠庇荫，遮蔽了半池碧水，这就是传说

中织女洗澡的地方 。 另说是天兵天将饮马的地方 。

牛郎庙 、 织女庙一一天河池边根木背后有石砌织女庙，相距约 10米处

有牛郎庙，均为石砌拱券。 还有一说，这两座石庙分别是"水草大王"和

"赶山大王"的香火之处 。

南天门一一位于村西北1. 5公里处，天河梁北端东侧，由香子背(又称

相思背)与花山两座小山夹峙其间，是从牛郎沟通往南天池的必经之路，

当地传说也是仙女下凡的必经之路，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下凡召回织女也

是从这里经过 。 南天门旧址基石浩大，屹立年久，抗日战争中被拆毁，

1962年南天池村(大队)修复，规模较原门略小 。 (花山向东 200米有一处

天然溶洞，称"仙人洞山顶有一座石砌哪吃塔，俗称"石大汉民

间都有故事传说)

替峪(磨替峪 、 磨峪)一一紧靠天河梁背后(西方)有一道山沟 ， 沟

中水石俱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磨全替的地方 。 百姓讲，过去沟中有王母

娘娘庙和磨替的红石 。

天河梁一一为村境主要山脉景观，为天河山脉最有特色的主峰，传说

是王母娘娘为阻止牛郎织女相爱而用全替划出的一道天河。 每年七月 七 ，

当地老百姓有夜晚"看天"的习俗。 从南天池村望去，平时牛郎星在天河

梁西北，织女星在天河梁东南，七夕晚上，由于天体运行的规律，牛郎星

和织女星会靠得很i丘 。

金牛洞一一天河梁东侧崖壁上有一天然洞穴 ， 传说是牛郎藏牛之洞，

又一说是全牛星违反天条被打入人间苦役修炼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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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山一一天河梁南端东西走向的山脉，传说是老牛死后埋葬的地

万 。

老牛口一一位于村南两公里，与天河梁隔山相望，山顶竖石肃立，传

说仙女洗澡后在此晒太阳，晾衣裙。

饮牛池一一位于原牛郎峪村牛郎沟中，为- ;，t. 水塘，山泉常年流过，

至今仍未干酒 。 相邻一池水，塘已毁坏，仍见痕迹。

牛郎洞一一一牛郎沟深处，依石崖洞有石块垒砌遗迹，传说牛郎与织女

为躲藏天帝王母追寻而隐居于此。

南天池、北天池一一据说以前村内有南天池、北天池，村民环南天池

而居，今池水已枯，仅存地名 。

以上地名与景观名，当地百姓历代相传;各类景物，不敢轻易毁伤 。

三 、 民间门碑

南天池所传牛郎织女故事，其内容与广泛相传之内容大概相同，但要

丰富、具体得多 。 村民王秉义( 62岁)、王继生( 52岁)讲述:牛郎排行

老三，居牛郎峪;其舅名青似海，居南天池村。 牛郎与织女相爱得到了舅

父的鼓励和帮助 。 王继生有手抄本故事流传。

牛郎峪村原村支书青喜荣( 50岁) ，村民曹占民( 50岁)讲述:牛郎

姓名失传，或姓刘，或姓王，至今无定论。 牛郎在牛郎沟中放牛，经常在

饮牛池饮牛 。 牛郎与织女相爱后曾在沟中居住。

南天池村民有280 多人，几乎人人都会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传承不

绝 。 牛郎峪村民肯定地说，牛郎就是他们村的人，其舅父探知织女下凡洗

浴的时刻，派人告知牛郎，让牛郎去窃衣，遥成良缘。 王继生说，牛郎的

舅父姓青，是从牛郎峪村到南天池村开盐店的商人，多年在南天池经营并

居住。

P4 、 原住民与移民

据南天池村民王继生讲，房、住户有八姓，约有李 、 乔 、 郑、赵等姓，

但他认为应与"八仙"姓氏相同 。 后来大都迁居外面，只有李姓一户留在

材中，但也常在外做小生意，很少回村。 现在住户以王、陈、李、冯等姓

氏为主，大部分是明清、民国年间从河北邢台迁来。 王继生讲，他祖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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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人，因水灾逃难到南天池，至今已传7代 。 村中最善于讲故事的王老汉

王丑小( 80 多岁)一户也是从邢台迁来，成年后曾在邢台;r:.作，现已退休

居住在邢台;其侄儿王海生( 48岁)一户仍在南天池居住，至今并无外迁

之意 。

据史料和民间口碑，和顺自古以来很少发生导致绝收的灾害，历史

上， 9省 18县的人都来此谋生 。 南天池村依山傍水，远离喧嚣，是个不愁吃

穿、自给自足的清静之所，也先后有5省7县的逃难者来此谋生。

牛郎织女故事，有可能是南天池原住居民创造而流传出去的 。 同时，

也可能是外来移民借南天池独特的山水环境，不断改造完善的结果。

亚、社会风俗

南天池村自古就有养育耕牛的习俗，其特有的自然环境为养牛创造了

优良的条件 。 南天池村山势平缓，水草丰茂，家家户户养牛，少则几头，

多则几十头 。 村中的三官庙中祀奉的三位神灵中，就有一位是"水草大

王" 。 过去还有"牛死埋葬"的风俗。 反映了人们对耕牛的尊崇心理，表

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

南天池周围山梁上曾经桑麻遍野，养蚕与纺织久为传统。 至今，遍山

的橡树(其叶可喂蚕)林仍然旺盛非凡。 历史上家家户户都会纺线织布 ，

村民至今保存有古老织机的梭子和纺车 。 和 }I顶县境内民间刺绣风习浓重，

近年来刺绣艺人范素萍的作品已走向国际市场 。

村民们对牛郎织女的故事深信不疑，每年七月初七，除了保留着前述

"看天"的风俗之外，夜间还要在院中南边摆上桌子或案板，上面供放着

毛豆(连着杆茎一把把煮熟)、玉支(亦带包叶煮熟) ，还供放一种称为

"小供"的蒸馍 。 和顺县境内许多山庄也因袭传统，在七月七这天讲究吃

好的、放鞭炮、贴窗花(以牛郎织女图案为主)、敲锣打鼓欢庆一番，民

间百姓称其为"迎接仙女"或"接织女回老家" 。

南天池村民普通热衷于讲述与牛郎织女有关的传说故事，并不断有所

创新。 比如 : 天河池水糖边植树的石缝中，居住着两条蛇，一红一绿，碗

口般粗，在天气晴朗 时常出 洞 口日 晒，百姓时有目睹 。 也有百姓说，常见

红云(晚霞、朝霞或云雾 )两丝掠过天河梁，到了天河池边就窜入水中 。

634 



认为是牛郎织女的化身 。

关于南天门也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南天门原先十分宏伟 、 醒目，

在公路上便可遥遥相见 。 抗战时，因南天池村地势险僻，县抗日政府曾临

时驻扎于村内 。 为防止日寇发现山中有人居住，群众就把南天门拆除了 。

此后不久，村中就发生了怪事，多年以来，家家户户都曾先后生育过患语

言障碍的"半哑儿男女都有。 人民政府曾送来医药，均不见效。 有人

说，问题就出在南天门塌了的缘故 。 1962年村民重建南天门以后，村中

再没有出生过"半哑儿" 。 此外，七夕日不见喜鹊的故事，八仙的来历和

在天河梁的故事，哪吃塔防冰雹灾害的故事等等，都是村民津津乐道的谈

资。

南天池和牛郎峪的村民淳朴善良，诚实待人，安居乐业，与世无争。

见到外来客人，总会热情讲述牛郎织女的传奇故事 。 长期保持着无事不出

门 、 轻易不下山的生活习惯，即使现代交通便利多了，但村民们宁愿呆在

村里 。 县里规划新农村时，牛郎峪村迁到山下靠河的平坦处，尽管迁移距

离不过二三百米，许多村民仍恋恋不舍久居的山梁 。 至今，旧牛郎峪已人

去村空，房舍多成废墟，道路布满一人高的高草，但是，仍有一位叫刘海

元的六七十岁的村民固执地留守在村中，独自一人生活。

六、 古籍中点滴资料的印证

经初步查证，古籍史料中有一些记载可以印证南天池村乃至和顺境内

关于七月七的古老风俗。

乞巧一一古代妇女讲究三从四德妇工" (女红)即针线织补的功

夫，就是妇女的四德之一，历代古籍和文人诗词多有记述。 因此，汉代至

魏晋时的七月七只是女孩子向织女星乞巧的日子，还没有发生牛郎织女的

爱情纠葛，也算不上是节日 。 乞巧的方式历代有发展，阴法鲁 、 许树安

主编的 《 中国古代文化史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册中说:

"山西临晋(今临椅)有用麦 、 豆芽为针乞巧的风俗，七夕前将麦豆浸在

盛水瓦器内，七夕时将麦 、 豆芽放在水面上，就为漂针试巧，以针影做笔

夫 、 鞋底状者为佳 。 "用瓦器生豆芽乞巧，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宋代孟元

老 《 东京梦粱录 》 就记载了此俗。 民国 《 和顺县志 》 也明确记载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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