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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吕梁·民间传说①

神话传说故事，是由人们幻想中的古

今生物，由神、鬼、人、仙、佛、妖、精、魔鬼、

上 帝 、天 使 、龙 、凤 动 植 物 等 而 编 撰 的 故

事。主要分神话与传说两部分：神话偏重

于人神起源万物初始之来历，传说偏重于

关于世界来源及英雄故事之说法。神话传

说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学史

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题材还是各

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

诗形成具有多方影响，尤其是神话传说中

那丰富奔放、瑰奇多彩的想像，对自然事物

形象化的幻想，与历代作家的艺术虚构及

浪漫主义创作手方的形成有着直接渊源，

为后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同

时，神话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

值，与远古生活和历史密不可分，可谓研究

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制度、原始宗教、风俗

习惯等很重要的文献资料。自古以来，神

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这些

故事用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通过创造神

话英雄人物和富有想像力之情节，来表现

古人对世界的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

的认知和理解，反映了人们对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战胜邪恶势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愿

望、追求和信心。

吕梁，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而得名，历

史悠久，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吕梁人民在

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民间传说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直接

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看法。

随着科技信息飞速发展，民间传说已离我们

越来越远，有的甚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时间的洪流虽可淹没永久的物质标记，但不

会把传说与记忆冲刷得干干净净，因为那是

携刻在人们心间的永恒，是一个永远解不开

的历史情结。在吕梁大地上，古寺院、古宫

观、古建筑之精美，犹如一首耐人寻味的诗；

民间传说故事，犹如一首诗的优美韵律流传

于民间，其历史之久远，文化之深厚，传说之

神奇，影响之广泛，备受广大老百姓的敬仰

与尊崇，也彰显了吕梁史诗般的人文情怀和

厚重历史。

穿越千年历史长河，倾听吕梁名胜精彩

故事，传递古代文明璀璨星火……每一处名

胜，每一个朝代，每一件文物都以自己独特

的丈量方式，标记出中华文明在历史时空中

走过的痕迹，标志着大美吕梁在历史长河中

遗存的史诗。

麒 麟 滩 的 传 说麒 麟 滩 的 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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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胜，赵武灵王的小儿子，

受封为平原君，赵惠文王和赵孝

成王都十分信任他。平原君很

喜欢养士，常年有两三千人靠着

他吃饭，他也很得意有这么多人

才可以追随自己。

平原君的府邸，与大家混在

一起，但他家的楼阁要比别人家

高多了，可以远望风景，可以俯

视大众，可也容易出事。这不，

平原君喜欢的一个美人，没事

干，就靠在阁楼的栏杆旁看风

景，她站的高，看楼下的人，一清

二楚。有一天，她看到邻居家有

个人，走路一瘸一晃悠，姿势很

夸张，看着看着，美人就笑了起

来，越笑越好笑，结果就哈哈大

笑不止，还对着人家指指点点。

邻居很生气，认为自己受到

侮辱，来见平原君，要求杀掉这

位美人。平原君哼哼哈哈地把

邻居打发走，回头对人说，这家

伙什么人啊，就因为笑了笑他，

就要我美人的头，过分了吧！转

眼他就把这事忘了。

过了几个月，平原君发现门

客走了不少，原因是通过邻居这

件事，门客们认为他好色甚于爱

才，不配追随。平原君觉得这名

声实在不好听，于是一狠心，叫

人把美人的头砍了，送给那瘸子

邻居。门客们才陆陆续续回来。

列国之间，平原君的朋友很

多，都是达官贵人，所到之处，备

受尊崇。当然，大家这样尊重

他，不仅因为他是平原君，更因

为他对朋友好，比如对魏齐。

魏齐做魏相的时候，与当时

还没有发达的范雎结仇，等到范

雎在秦国得志，要杀他报仇。魏

齐逃到平原君府上，秦王亲率大

军伐赵，说交出魏齐，万事好商

量，否则，兵临邯郸。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可平

原君认为，魏齐有难，来投奔自

己，怎能在此时把他交出去。便

矢口否认魏齐在自己这里。秦

王说，那你来我这里，咱们面谈。

两人见了面，好吃好喝好招

待。秦王说，平原君啊，我知道

魏齐在你那里，你把他交出来，

让我好对范雎有个交代。

平原君回答，交朋友，就是

要在危难时，有个援手。魏齐是

我朋友，不要说他不在我这里，

就是在，我也不能把他交给你

啊！

秦王无奈，软禁了平原君，

派人传话给赵王，拿魏齐来换平

原君。在赵王心中，区区一个魏

齐，岂能与平原君相提并论。他

立刻派人搜捕、迫使魏齐自杀，

取魏齐的头颅交给秦国使者。

秦王这才客客气气地送归平原

君。

过 了 几 年 ，赵 军 惨 败 于 长

平，秦军兵围邯郸，生死存亡之

际，平原君派遣门客四处搬救

兵，自己也出使楚国，想说动楚

赵结盟。这次出使，是救命，只

能成功，所以平原君准备带 20位

高手。平原君想，我二三千人

呐，找二十人出来，还不是分分

钟的事情！

他开始在门客中选拔，条件

是文武双全，文要提笔成文，口

若悬河，武要登车可战，战而能

胜。结果，筛选下来，仅仅有 19

人符合条件，这最后一人怎么都

选不出来。这时候，毛遂自荐，

对平原君讲了一番锥处囊中、方

可脱颖的道理，勉强算做第 20

人。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谈

结盟事宜，从早晨谈到太阳快下

山，都没个结果。使团 19人看着

毛遂就说，锥子啊，是不是应该

脱颖而出了？

毛遂也不谦让，他闯进会谈

现场，站到楚王面前，大声叫道，

结不结盟，一句话的事，你们从

早晨谈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

这是什么效率啊！

楚王愣住了，问，这谁啊？

是我的随从，毛遂。平原君

在旁彬彬有礼地回答。

随从！我与你主人会谈，有

你说话的份吗！下去！楚王发

怒道。

毛遂一听，手刷地按在腰间

剑柄，上前一步，厉声说，大王，

你我之间，不过三尺，三尺之间，

便有百万大军也是派不上用场

的。

楚王吓了一跳，见附近侍卫

投鼠忌器，不敢动作，又见平原

君端坐一旁，一言不发。只好

说，你想怎么样？

我只是有几句话要讲。楚

国地大物博，兵精将广，可以雄

霸天下。但是，近些年却被秦国

三番五次地侵略夺地，连前任楚

王都被囚禁。这些奇耻大辱，全

天下都替楚国脸红。楚赵结盟，

共抗强秦，得利最大的是你们。

你却在这里叽叽歪歪，不嫌丢人

吗？还对着我大呼小叫！有意

思吗？何况我家主人在这里，轮

不上你来呵斥我！

楚王被毛遂说的面红耳赤，

瞥了瞥毛遂按剑的手，只好说，

我们结盟。

本来希望不大的事居然成

功了，平原君心里那个开心啊，

没法说。回去途中，忍不住褒奖

毛遂，说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胜

过雄师百万！

但是，魏楚联军行军到都能

看到邯郸城升起的硝烟了，却驻

扎不动，他们都害怕秦军报复，

楚看魏，魏看楚，谁都不肯先出

击。邯郸城弹尽粮绝，几乎支持

不下去，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平

原君把家中所有的粮食、金银玉

帛、武器盾牌全部拿出来，组织

了一支 3000人左右的敢死队伍，

交给一位下级官员李同带领。

李同乘夜间，率领敢死队，偷袭

秦军，人人抱必死之心，哀兵一

怒，竟然将秦军击退 30 里，为邯

郸城抢回几天喘息的时间。

平原君又写信责备魏国信

陵君，信陵君不好意思，只好窃

符、杀将、夺军，率先攻击秦军，

楚军跟着出击，平原君大开城

门，率赵军夹击，秦军大败，邯郸

围解，赵国得存。

瞧，这就是平原君！彬彬有

礼，温润如玉，轻财好义，宽仁慷

慨。待朋友至仁至信，待国君至诚

至忠。朋友喜欢、尊敬、信任他；赵

王放心、爱护、依仗他。能得平原

君为友，实乃胜过黄金万镒！

司 马 公 言 ：翩 翩 浊 世 佳 公

子。真是妙语中的！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工作中，我是一名老师，为孩子们授业解

惑；生活中，我是一名学生，我身边的同学、同

事、朋友、长辈们，都是我的老师，从他们身上，

我学到了工作、生活、做人的方方面面。

中学时，有一位同学叫问问，长得斯斯文

文，脑子聪明，成绩优秀。他很有个性，老师布

置的作业，他要么干脆不写，要么就书写流畅优

美，正确率几乎 100%，同学们都羡慕他。在他

身上，我学到了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

最好。

我的同行师妹艳艳，她常着一袭旗袍，亭亭

玉立，总是微笑，一开口更是温柔可亲，她能歌

善舞，文采飞扬。我的同事丽丽，这些年她在假

期，有机会就自费外出学习，省城、京城、苏杭、

深圳，她都去，所以见识非凡，学识渊博。她们

是我读书学习的好榜样。

我的伯父伯母都已年过八旬，身体却很硬

朗。伯父是退休教师，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

——天天“三看二写一交友”，数十年如一日。

三看就是每天看报纸、看书、看电视，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二写，就是写书画，写诗文，他的诗

文、书画作品经常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获

过各种奖项。他出版的诗文集免费送到全县各

中小学校，为师生提供精神食粮。他还经常被

邀请做讲座。他的孩子们都德才兼备，不是研

究生就是博士生。他家被县政府授予“教育世

家”的光荣称号。伯母曾经是一名律师，爱唱歌

跳舞，退休后组织了一支舞蹈队，训练有素，经

常登台亮相，她还出了一本书《八十岁追梦》。

伯父伯母家客厅、阳台上摆放着许多盆花，一年

四季春意盎然。慈祥热情，德艺双馨的两位老

人，让我由衷地尊敬。每当我工作倦怠，生活颓

废时，想想或者见见二老，我就充满了信心，鼓

足了勇气，荡起了好心情。

牛叔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辈。好久没见到他

了。有一次在爸爸家遇到他，一见面，他爽朗的

笑声就感染了我：“哈哈哈！我是癌症患者，不

过手术非常成功，定期省城检查，复查了几次,医
生都没说有问题。现在我能吃能睡一觉到天

亮。哈哈哈！”牛叔高大魁梧，红光满面，声音洪

亮，热情豪爽。每当我因身体不适或者遇到难

题而懊恼，我就会想起牛叔，想起牛叔的一番

话，不由得就豁达乐观起来。

·····

问问、艳艳、丽丽、伯父伯母、牛叔，他们都是

我的老师。学习他们，让我在工作中积极向上、

精益求精；在生活中，宁静而淡定，充实而愉悦。

近些年，看手机看坏眼

睛的人越来越多，长期不读

书的人相应越来越多，借来

书复印一本，然后津津有味

地读，实在称得上是桩奇事

了。但真的还有，比如许凡

秧歌书。

不是真爱会借一本书

吗？不是深爱会复印一本

书吗？我经常想到这个现

象 ，不 禁 对 许 凡 心 生 敬

意。

我喜欢收集书、买书，

在 朋 友 当 中 算 是 个 有 书

人。常常有同好者向我借

书，借的最多的，是许凡的

秧 歌 书 ，好 几 次 借 出 去 就

回不来了，我再设法找寻，

手 头 总 还 有 保 留 。 近 两

年，人们不说借了，说要复

印 ，因 为 知 道 书 已 经 很 少

很 少 了 ，陆 续 复 印 的 人 也

有 好 几 人 。 单 说 去 年 ，就

有 借 了 复 印 过 的 ，随 后 完

璧归赵。能借书复印表明

情 怀 真 切 ，借 书 还 书 更 为

君 子 之 行 ，还 书 之 时 我 甚

为 感 激 ，赠 送 两 瓶 酒 表 达

敬 意 。 随 后 ，又 有 人 和 我

借书，书出手了，至今还没

回 来 。 前 一 周 ，又 有 朋 友

在酒桌上说起许凡秧歌书

的 事 ，开 口 就 说 要 复 印 。

我 回 来 翻 遍 书 柜 ，终 于 找

到 了 最 早 期 的 库 存 ，喜 出

望外，心花怒放。

许 凡 秧 歌 书 ，全 称 是

《奇 人 奇 诗 —— 许 凡 秧 歌

集 锦》，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2001 年 1 月 出 版 ，印 刷

3000 册。

许凡是个职业乞丐，一

生穷困潦倒，在秧歌为母体

文化的临县，他是有秧歌奇

才的乞丐，秧歌之尊与身份

之卑形成巨大且不能调和

的反差，于是，人们把他作

为 说 道 的 特 例 ，说 他 的 秧

歌，说他的人生，说他的稀

奇故事。在聊天时，人们一

不留神，就把话题转到他身

上，笑谈之时也会有人现场

唱他的秧歌，他成为临县秧

歌具有特色性代表性的传

播体。

我与这本书有缘，刚出

版时便拿到书，写过《乡间

绝唱》评述类文章，2000 字

左右。因为写这篇文章，不

少文友托我索要许凡秧歌

集，前前后后经我手向主编

白拿的书在十本以上。

多人要一本书，要不到

就复印，内在的引力到底在

那里，值得深入思索。我简

要做这样的解读和理解。

首先，秧歌是入心的文

艺，爱秧歌前提之下，才有

爱 许 凡 秧 歌 的 相 关 链 接 。

在临县人群中，在临县方言

区，秧歌是最普及、最共同

的民间文艺，从小听秧歌，

长 大 爱 秧 歌 ，一 生 不 离 秧

歌，能唱的随处可见，能编

的遍地都是，能说秧歌的几

乎遍及每个临县人，正是在

这样的秧歌情感中，产生了

一辈辈众口相传的名伞头、

名歌手，许凡因为其乞丐身

份，被人们传说的几率更高

些。

其次，许凡秧歌达到了

相当高度。乞丐身份让他

他会唱别人不会唱的，这样

就使他的秧歌具有通常秧

歌所没有的怪味、野味、灵

味。以至于，好多秧歌从业

人对许凡颇有微词，要与许

凡比秧歌，要与推崇许凡的

人较高低，其实完全没有必

要。

再次，艺术的个性最为

难得。许凡的书被复制，这

是因为许凡不能复制。不

能复制的包括：他的乞丐遭

遇，他的一生颠沛流离，他

的 悲 惨 生 活 ，他 的 天 造 才

情，特别是他不是以秧歌为

生。我固执地认为，许凡的

秧 歌 属 于“ 无 心 插 柳 柳 成

荫”，是自然疯长，是自性天

成。

简单分析之后，文章该

结尾了。有三升便觉富的

我，忍不住做个自我宣传：

我手里还有本许凡秧歌书，

要复印的联系啊！

复
印
许
凡
秧
歌
书

□
雒
晓
利

三人行三人行 有我师有我师
□ 黄宝星

一把谷粒撒给麻雀

一桶清水留给小羔羊

雪地上，一行脚印儿踩着

2021年的小梯子，步步登高

雪地上麻雀

是我们的好朋友

雪地上小雪人

是我们的好朋友

雪地上那个马爬犁、小冰尜

是我们的好朋友

2021年的雪地上我们的

影子像青草芽破土而出

我们的影子还可以短笛横吹

像天上的雁阵一撇一捺地飞回

雪 地 上雪 地 上
————写在写在20212021年元旦年元旦

□□ 张黎明张黎明

◇诗词坊

鉴鉴
赏赏

国
画
《
青
山
起
浮
云
》
王
雪
平

作

吕梁民间传说引言

魏巍吕梁山下，滔滔黄河岸边，有块

热土，就是吕梁。

爱我吕梁，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吕梁

人来说，这种爱深植内心，热烈永恒。无

论我们漂泊于何处，无论我们得志于何

方，家乡，永远是我们的福地。

吕者，“脊”也。吕梁山者，骨脊山

也。“其名骨脊者，以泰山在左，华山在

右，常山为靠，嵩山为抱，衡山为朝，此山

是隆居中，依然天地之骨脊焉。”家乡吕

梁，因骨脊山纵贯全境，故得名。相传，

大禹治水，就是从骨脊山开始。吕梁有史

记载的最早建置，始于春秋。这些，都足

以令人遐想、自豪。更让人自豪的，是生

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民，勤劳善良、勇敢

坚韧、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几千年来，他

们创作了许多独特的民俗文化，生生不

息，代有传承，深受大家的喜爱。据不完

全统计，截止 2019年底，吕梁有 140多个

文化项目入选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其中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项目

15个，省级保护名录的项目52个。

家中有宝，自然要晒一晒。所以，三

川河副刊推出栏目《爱我吕梁》，举凡吕

梁的人文地理、民间传说、风景名胜、文

化传承、文化遗产等等方面的内容，本栏

目均虚位以待，时时为大家留有一席之

地。欢迎有心者来稿，让我们共同将吕

梁之大美广而告之。

本期开栏，先推出《爱我吕梁之民间

传说》。民间传说是群众集体创作的口

头叙事文学，向来为大家喜闻乐道，某种

程度上，可谓是一个地方的灵魂。

解德辉先生醉心于此，他经过长期

的收集、整理、研究、编写，对此颇有心

得，已经编写了数十篇吕梁民间传说。

我特邀谢德辉先生为《爱我吕梁之民间

传说》写引言，并首发他的《麒麟滩的传

说》。

请读者诸君，先睹为快！

初赏画作《青山起浮云》似有春天清晨的感觉。太阳初升，山涧薄雾弥漫，山

石泛起清冷略显温暖的光，树木葱茏，人出发了，一切似乎轻描淡写。然而，顺着

画面由近及远，犹站在高处眺望时，却感到有力量萌动。茫茫苍山间，云涛汹涌，

阴阳博弈，终曙光初露。画家用远山拉开视野，用写实的近景衬托了虚空的远景，

增加了作品的想象力和厚重感。云端和山石上面的少许暖色，恰当地表现了太阳

初升。题名《青山起浮云》，给人以想象空间。

编者按：

说起麒麟滩，大凡游览过享誉“九曲黄

河第一镇，水旱码头小都会”美誉的碛口古

镇，观赏过彰显浊浪滔滔、奔腾咆哮的“大同

碛”的人都会记得，在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

山脚下的黄河中，有一片大大的奇特的大沙

滩，美其名曰“麒麟滩”。沙滩总占地约 200
余亩，其形状平平的、长长的，全是水浇地。

沙滩由沙子、石头和黄土堆积而成，绿草芳

茂，彩石遍地，中间是滩，四面为水。历经黄

河水无数次的冲刷，麒麟滩纯净无比，犹如

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麒麟滩之来历，缘于

“麒麟送子”的民间传说而得名。

传说，清朝雍正元年（公元 1723年），六

月的一个下午，李家山村李廷芝家怀孕一年

半的一头母牛，突然产下一个怪胎，胎之形

状为鹿身、狮尾、牛蹄、龙角，看上去遍体鳞

伤，卧则一动不动。李廷芝见状，随用铁锹

扶之，那怪物随将铁锹咬了个粉碎，然后一

口吞进肚里。李为之大惊，赶紧叫来众人帮

忙，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脱口道：“哎呀，

常 言 说 ，家 败 出 怪 ，地 败 种 菜 ，不 样 之 兆

啊！”。

恰逢其时，李廷芝的媳妇在怀胎 12 个

月后，突然分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而

李廷芝此刻正忙着与众人将怪物杀死。等

收拾停当后，李廷芝欣喜地走进家里，结果

儿子早已一命归西，夫妻二人痛哭不已。悲

痛之余，李廷芝将儿子与怪物一起送到李家

山的山脚下，埋在了黄河滩中。

不料，当天夜里，天空骤然浓云密布，忽

而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忽而骤雨急降、大雨

倾盆，霎时之间，黄河水暴涨，洪水泛滥成

灾。翌日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黄河岸边，

竟然淤出了 200 余亩的水地，人们兴高采

烈，奔走相告。

不久，李家山村来了一位老翁，文质彬

彬，知书达理。当人们无意间聊起这件事，

老翁叹气道：“哎，那一定是千年不遇的‘麒

麟送子’啊！你们想想，牛生麒麟猪生象，骆

驼生的四不象。麒麟送子，黄河淤滩，这一

日进三宝，原本是大吉大利的好事呀！可惜

啊，可惜……”

在清朝，生下麒麟是要禀报皇帝的，然

后再受皇帝的恩赐。李廷芝因害怕皇帝得

知怪罪，于是，举家老小星夜兼程，偷偷地逃

往陕西，避灾躲难去了。

这故事的真假，不得而知。但在李廷芝

家谱上，还有着确切的记载。又据郭家塔家

谱记载：“雍正元年，六月九，黄河大水，满川

面下，冲走家园，移居塔上。”这或许能说明

一点，黄河淤滩与麒麟送子时间不一，只不

过为将此事美妙传言，于是人们把三者发生

的时间链接一块，才使得麒麟滩传说演绎至

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