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船北马走天下》
作 者：熊召政
出 版 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本书记录了作者近年来在国
内以及世界各地考察的所见所
闻。作者在描述自然美景和文化
遗产的同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
体验和哲学思考，在行走中品读
历史，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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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溪故事多 乡野有奇才
□沈潇潇

捧起一本大十六开、
700多页的《民间故事》阅
读，几乎是一项臂力锻
炼。这本沉甸甸的书，是
自称筠溪老人的奉化电信
局退休职工竺永华的心血
之作。

我对筠溪老人至今仍
素昧平生，但对筠溪这条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奉化山
野溪流留有美好印象，游
历其间，颇感唐诗“兰畹
晴香嫩，筠溪翠影疎”、宋
词“桃源望断无寻处”的
意境。筠即竹，筠溪竺姓
原为竹姓，东汉时因纪念
先祖伯夷叔齐二贤，在竹
下加二横改为竺。清《四
明谈助》载：“奉化桃花坑
山筠溪，夹溪百姓多姓
竺，凡宁郡诸竺之先皆出
此。”在筠溪畔长大的竺
氏后人把流传在当地的民
间故事搜集汇编成煌煌巨
著，自然引起我的兴趣，
尤其是对其中有关筠溪的
故事。

《风水宝地建村庄》
《竺三太公的传说》讲述的
是筠溪竺氏先祖的故事。
前者讲竺氏祖先一早带着
蒲留（旧时山民用蒲草编
织的饭包）上山垦荒，把蒲
留挂在苦竹上，到中午吃
时饭菜还是热的，且味道
还特美，于是决定在此建
村。后来又梦仙人传话，
始在山上开始多样化种
植，发了家。故事很传奇，
却实实在在寄托了古代山
民真诚感恩大地、敬重自
然造化的集体无意识。后
者讲述了竺氏三兄弟的故
事，尤其竺三代兄担罪的
义举和后来得福报的传
说，既有善的传承，也有早
期筠溪竺氏家族开枝发叶
的史料意义。这些故事，
我不曾在已发表的奉化民
间故事看到。编者在自序
中称：“民间传说故事在我
的脑子里并不止这些，我
编写的原则是尽量不被撞
车。”筠溪老人的文化自觉
由此可见一斑。

读到《徐凫岩和笔架
岩的传说》是一大惊喜。
它讲了一个精彩的筠溪遇
仙故事：刘、俞的两位英俊
小伙子在桃花坑边玩水，
被水中漂来的桃花所吸
引，溯溪而上，进入徐凫
岩、笔架岩下的一个山洞
后，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天
空飘着朵朵白云，地上长

满奇花异草，道路由玉石
铺就，屋舍碧瓦黄墙如宫
殿一般。两人正在惊诧，
迎面走来两位美丽姑娘，
一位叫金鸾，一位叫玉鸾
……

这不是刘阮遇仙传说
和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翻
版吗？相传，汉永平年间，
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
山采药，遇二女，容貌绝
色，结为夫妇。居半年还
家，子孙已传七代，想再
回二女处，则路迷难遂。
这神奇的故事，最早出现
在南朝刘义庆的《幽明
录》，唐以后广泛流传于
民间，还衍生到民间戏
曲、绘画、雕刻等领域，是
中华民族最经典的神话传
说之一。刘阮遇仙地指向
天台山，现所称的四明山
当时还属于天台山，以创
作游仙诗著称的晚唐诗人
曹唐说：“四明天台初为
一山，故同谓之天台。刘
阮遇仙之际，在今石窗。
其后分为四明，人但知刘
阮入天台，不知实为四明
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
家、史学家、地理学家黄
宗羲也持此说。而雪窦山
与石窗（四窗岩）仅咫尺之
遥，周边有的村落曾一时
属奉化，一时划余姚。那
么，在筠溪民众口口相传
的故事中，把刘阮遇仙的
发生地放在传说中仙凫升
天之地的徐凫岩也就不足
为怪了，犹如梁祝故事发
生地的版本，不仅鄞州有，
浙江其它地方有，还有山
东、河南等地也有，唯因如
此，梁祝故事才成了中国
家喻户晓的爱情绝唱。刘
阮遇仙的奉化徐凫岩版
本，也有其特定意义。

民间故事在各地的流
变，不是原故事的简单复
述，而是以新的方式进行
二度创作。我注意到，筠
溪老人所收集记录的近
5000字遇仙故事，不只是
故事地点换了，也赋予了
新的故事元素和风格，在
细节上突出了桃花坑、桃
花的奉化元素，又浓墨重
彩续写了两人别仙后回到
故地所遇的人和事，活灵
活现，富有生活气息和地
域特色，应该说丰富了《幽
明录》未及铺开详记的内
容。刘阮遇仙传说寄托着
人们美好的梦想，我判断
故事的不同版本不只在筠

溪有。同一源头的传统经
典故事，在各地被重组、整
合、改编、二度创作，微妙
地体现出各地民众的心理
异同，这实在值得民间文
学学者、民俗学学者去深
入挖掘、梳理、研究。而筠
溪老人则难得地提供了一
份奉化样本。

筠溪老人还编录了一
组筠溪奇人汪夫的传说。
汪夫，据传是清末民初董
村岩坑村人，三岁时双亲
被土匪所害，由阿爷阿娘
抚养，连六谷糊都吃不饱，
但聪明绝顶又好学，常去
私塾偷偷听讲，学会了写
字。同时，苦难、屈辱的生
活又养成了他嫉恶如仇、
睚眦必报的性情。读着这
组传说故事，我不禁想到
了广为传诵的绍兴山阴徐
文长、姚北横河（现属慈
溪）孙鬼头等机智人物的
传说故事。小汪夫故事中
的惩罚八卦新媳妇、讹诈
和尚的“损招”，与孙鬼头
故事里的招术类似，但其
中的人物和语境变了，他
短暂流落上海的经历也似
张乐平笔下的流浪儿三
毛。徐文长和孙鬼头都是
明朝实有人物，徐在诗文、
戏剧、书画等方面独树一
帜，连郑板桥对他都佩服
得五体投地，曾称“青藤门
下走狗”。孙为明万历年
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他
处事机智幽默，令人捧
腹。汪夫的故事有的可能
是真有其事，有的则是异
地嫁接。即使是嫁接移
植，也真实体现了筠溪民
众对故事中的人物、行为
的价值判断趋同。故事主
人公的本地化，是他们强
烈的共鸣共情和代入感使
然，借此表达他们对现实
不平的抗议、抗争，同时也
是被现实伤害后的自我抚
慰、疗伤。机智人物故事
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一
脉，在奉化也有，但像这样
集中到一个奉化山村小人
物身上的系列故事，我还
是首次读到。

这本出自乡野的书使
我感慨万分：筠溪故事多，
乡野有奇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得以传承，基础在
于有许许多多像竺永华这
样的无名小草、小花在乡
野的角角落落默默但自在
地生长、绽放。我乐意为
这样的草根鼓而呼。

《父 恩》
作 者：周荣池
出 版 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作者用平实恳切的叙述，塑
造出一位农民父亲的鲜活形象。
父亲的暴躁与温柔，质朴与狡狯，
绝望与希望，由种种细节贯穿起
村庄生活的点滴，将一幅真实而
复杂的乡土中国实景呈现在读者
眼前。

《苏州河》
作 者：海 飞
出 版 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上海解放前后，一系列凶杀
案离奇发生。警察陈宝山在查案
过程中，逐渐发现凶杀案与国民
党潜伏在新政府中的特务有关。
在刀尖上和风声里行走的旧警察
陈宝山，在爱恨情仇的纠缠中，从
时局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使命的
承担者，做出了无愧于大义的选
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