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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龙驹村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建立
新朝，引起天下大乱。汉朝更始帝刘玄
让刘秀担任大司马职务，并派他手持符
节带领人马巡行河北，安抚郡县，扩大
地盘。

当时，邯郸有个人看到有利可图，就
冒充是汉成帝的儿子，起兵号召天下。听
说刘秀到河北，便张贴告示要捉到刘秀。
刘秀到达蓟州后，有人贪图封赏，率兵追
杀刘秀。但因兵微将寡，连吃败仗。

这天，刘秀又遇追兵，人和马都被冲
散，只好步行而逃。眼看后边的追兵即将
到来，刘秀看见道旁有一匹高头大马，就
骑了上去。这匹马英俊健壮，风驰电掣一
般，可它却只在河岸上奔跑，不肯下水过
河。追兵越来越近，刘秀急得连向马背狠
抽两鞭，马纵身入水，涉河而过。上岸后
走了不远，马就倒在地上化成了一滩泥，
只剩下一个马头。刘秀十分感慨地说：

“我以为你是一匹宝马龙驹，原来是个泥
马头。”

据说，献县的龙驹、泥马头两个村
庄，由此而得名。

沧县仵龙堂

沧州城东南约 25 公里的沧县仵龙
堂乡，1500多年前，叫仵清村。

据说，村里有位单身的李老汉，住着
两间破草屋，种着二亩薄田，年逾五旬，
仍未成家。乡亲们觉得李老汉忠厚老实、
勤俭持家，就凑钱给他娶了一个老伴儿。
老伴儿怀胎 36个月，才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为仵龙。仵龙生来聪明伶俐，力气过
人，3岁时能帮助母亲抬水，5岁时能替
父亲犁田。

有一年大旱，多日无雨，人们挑了一
天水也浇不了半分地。李老汉愁得眉头紧
锁，每天唉声叹气。仵龙心疼父亲，便不
声不响地来到井旁，然后化作龙形将尾巴
伸到井里，提起来一甩就是一片水。就这
样一提一甩地浇起农田来，忙了三天三
夜，把全村的地都浇完了。

由于太过劳累，仵龙回家倒头便睡。
睡着睡着就现了原形。李妈妈进屋一看，
床上竟盘着一条龙，吓得大叫一声就往外
跑。叫声惊醒了仵龙，仵龙觉得自己吓坏
了母亲，闯了祸，便腾空而起，离开了
家。失去儿子后，老两口整天哭哭啼啼、

双双病倒。
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小白龙掌管这一带

的旱涝雨情，但他不顾百姓的安危，致使
庄稼一连三年颗粒不收，百姓们恨透了小
白龙。

这年六月二十八，阴雨绵绵，老两口
正在思念儿子，忽然屋门打开，仵龙回来
了。仵龙听说小白龙为非作歹祸害百姓，
气得暴跳如雷。

不久，小白龙又来作恶，仵龙腾空冲
上前去质问。只见乌云滚滚，两条巨龙上
下翻腾，搅作一团。仵龙向左一转，翻身
向下，一口咬在小白龙身上，顿时鲜血倾
如雨下，坠落到地上。

老龙王听说仵龙杀了三太子，立刻传
旨，押仵龙前来问罪。仵龙见了老龙王大
声申辩：“小白龙作恶多端，我为民除
害，何罪之有？”老龙王不知如何回答，
便用一根铁链把仵龙锁压在小白龙坠地的
清池中。

百姓们非常同情仵龙的遭遇，深感他
的恩德。为使仵龙永远得水，在清池之下
修了八角井，直通东海，并在井旁修建了
仵龙祠奉祀。

为了世代记住造福于民的仵龙，人们
把仵清村改为仵龙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融入了中华文明不同发展时

期的文化内涵，成为古人理想和智慧的化身。在沧州博物馆，就

有几件与龙相关的珍贵文物。

文物中的龙形象文物中的龙形象文物中的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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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为何缠在柱子上

讲述者：寇永峰，海兴县
流传地区：渤海之滨。

从前，有个小孩，在地里捡了一条
小水龙，带回家养了起来。小龙越长越
大，家里实在养不下，只好把它放回到
大海。这时，水龙说话了：“以后你有什
么困难就来找我。”

有一天，小孩的妈妈生病了，小孩
就在山上哭。水龙听见后，钻出水面问
他：“你哭什么？”“我娘病得很厉害。”

“你拿刀子剜我的一点肺，拿回去给你娘
吃了就会好起来。”小孩照做了，他娘吃
了以后果真好了。不料这事被皇上知道
了，也要吃龙肺，如果不给送去，就把
小孩的家人全杀了。

小孩又到山上哭。那条龙钻出水面
问他：“你娘还生病吗？”他说“是。”水
龙又让他割肺并叮嘱说：“给我留一
点。”但这一次，他没有照做，而是把水
龙的肺全部割了下来。那条水龙一摆尾
巴，吐了一口血，把他甩到了一边。水
龙知道是皇帝所害，就飞到了宫里，看
见一个柱子，便缠到柱子上死了。

龙为何忌腥

讲述者：李恩庄，海兴县
流传地区：海兴一带

相传，龙最爱吃腥，海鱼河蟹、飞
禽走兽都爱吃。龙原本与猪是兄弟，同
拜南海观音为师。龙学习非常刻苦，白
天习文、夜间练武。但猪却对这些不以
为然，整天以酒肉为友，辜负了师傅的
教诲，结果一事无成。

龙每天早饭后练武，嘴一吹，一串
火球；掌一立，电闪雷鸣；手一指，大
雨倾盆。猪在一旁见兄弟如此厉害，也
觉得羡慕。

一日，龙腾空飞起十万里，忽然听
到有人呼救，一看，一只猛虎张着血盆
大口正在扑向一少女。那女孩惊恐万
分，眼看性命难保。千钧一发之际，龙
腾云驾雾而来，一箭射在了虎的头上。
老虎晃了几晃，就倒地不起了。女孩惊
魂稍定，见是一位英俊小伙儿救了自
己，赶紧行礼。少女说：“我是神鸟王的
女儿，名叫彩凤。今早出来，不幸遇上
这只猛虎。请问壮士尊姓大名？”龙说：

“我叫龙，拜观音为师，家住南海水晶
宫。”少女长得俊俏，和龙一见钟情。过
了一会儿，师傅找不到龙，一路赶来，
把龙叫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龙正在想念彩
凤，不想彩凤已来到面前，他们情意绵
绵被猪看见，猪心生嫉恨，想要占有彩
凤，所以决定谋害龙。

一日，猪约龙出去练剑，两人来到
练武场比拼。只见猪招招致命，龙没料
到猪要杀自己，没有防备。这时，他们
的师傅突然赶来。师傅早已看出猪是个
酒色之徒，如今又想谋害胞兄，愤然与
猪解除师徒关系。并与龙回到南海，奏
明玉帝，把猪贬下天宫。

猪下凡之后，始终嫉恨龙。他知道
龙爱吃荤腥，妄图投生荤腥之兽，被龙
吃掉，钻入龙的肚内作怪报复。于是，
他先投生了海鱼、河蟹，哪知，观音早
有预料，给了龙一面照妖镜，一照就把
猪照出来了。猪无计可施，只好投生了
猪胎，老老实实住在圈内，等待人们把
它做菜肴享用。但从此，龙也不再吃腥
了。

红莲龙口盗宝救乡亲

讲述者：张玉惠，南皮县
流传地区：京津冀一带

古代的运河，水又苦又涩，河两岸
的肥沃良田都变成了碱地，寸草不生。
两岸的百姓无法生活，只得背井离乡。

在运河边上，住着一对父女。姑娘
17岁，叫红莲，3岁时没了娘，和父亲
靠打鱼勉强度日。她长相俊秀、心地善
良，又乐于助人。一天下午，红莲见父
亲劳累，便独自一人下河打鱼。见河里
鱼儿成群结队，她忙撒网，网网不空，
这可把红莲乐坏了。太阳就要落山，她
正要回家时，忽然狂风大作。等风平浪
静后，只见河堤上有一条小红鱼，红莲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鱼，就把它放
进鱼篓，带回了家。

红莲和她爹正看着，那条小红鱼突
然变成了一位姑娘，说：“老人家，你行
行好，放了我吧！我是海龙王的七公
主。因跟龙兄出海游玩，不小心到了运
河，犯了父王的规矩。父亲派人来抓
我，我偷偷躲上岸来，没想到碰到了你
女儿。”说着，流下了眼泪。

红莲一听小红鱼是龙王的七公主，
便生气地说：“你们只顾在大海里逍遥享
福，却把苦水咸水灌满了运河，坑害百
姓无法生活。”七公主一听，忙跪倒在地
苦苦哀求。红莲接着说：“只要你把河水
变甜，我马上放你回去。”七公主说：

“这条河属镇海龙王管辖，只要到东海盗
来小黄龙嘴里那颗龙珠就行。不过，下
海前得先喝黄水泉的水，下海后得先找
老龙母……”红莲一听有办法能把河水
变甜，不等小红鱼说完，赶忙问道：“黄
水泉在哪里？老龙母怎么找？”七公主便
和盘托出。

这件事很快轰动了运河两岸，家家
户户都在谈论谁能去东海盗宝。红莲知
道这事很危险，便自告奋勇前去。

红莲辞别乡亲，不知走了多少天，
脚上的鞋磨烂了，她就光着脚赶路，脚
上磨起了水泡，红莲全然不顾，拄着棍
一瘸一拐地继续向东海走去。

这天，红莲忽见前面有座大山，她
围着山脚寻找黄水泉，左找右找怎么也
找不着，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一
块大石头上。还没等坐稳，前面草丛里
爬出一条蛇，张着血口向她扑来。红莲
举起那块大石头，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那
大蛇砸去，蛇受伤后逃走了。但大石头
落地，溅起一片水花，再看石头底下咕
嘟咕嘟响，黄色的泉水不住地往外冒。
红莲这才明白，那石头是砸在泉眼上
了。她高兴得立刻趴下喝了几口泉水。
这时，又遇到一只猛虎。红莲一把拽住
了老虎尾巴，骑到了老虎背上，飞一样
向东海狂奔，并纵身跳进海里。

这时，红莲口袋里七公主的鳞片射
出一道红光。红莲顺着红光，踏着波涛
向海水深处走去。走着，走着，出现了
一座宫殿，殿门口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太太。只见她满面红光，手拄龙头拐
杖，笑眯眯喊出红莲的名字，红莲断定
她就是老龙母。老龙母告诉她，从这儿
往南走，越过 3道龙门，就是一座金黄
色的大殿，殿下第 3层有 77个大龙池，
每个龙池里有一条龙。从北往南数，数
到第 13个太子，它嘴里含着一颗黄珠
子。等黄龙睡着打鼾时，才能伸手掏珠
子。等盗出那颗珠子，要马上含在嘴
里，出海后把珠子扔进运河，河水就变
甜了。

红莲如此照做，偷得宝珠。
乡亲们闻听红莲盗宝回来，走出

几十里来迎接她。红莲一见乡亲们，
高兴得忘了自己嘴里还含着龙珠，刚
要张嘴说话，咕咚一下子，竟把龙珠
咽了下去。这才想起老龙母的话：吞
下龙珠，就要变成一条龙。于是，她
对众乡亲们说：“父老兄弟们，我从东
海把龙珠盗来了，现在我要变成一条
龙，把运河的咸水变甜。”乡亲们一
听，都泪流满面。

宝珠下肚不大一会儿，烧得红莲心
里冒火，她向运河跑去，一头扎进运
河。顷刻之间，风浪大作，只
见一条黄龙从水中钻出头来，
向河里喷着水，整整喷了三天
三夜。从此以后，运河水不再
苦涩，盐碱地也变成了良
田。

北朝·青釉堆贴花纹龙柄壶

1980年，出土于沧州市第一砖厂。
龙柄壶通体施青釉，盘口，细颈，

橄榄形腹，圈足。壶体采用雕塑、堆贴
花和刻划花等工艺，以堆贴狮面、葡
萄、宝相花为主纹，全身堆贴或雕刻着
联珠纹、兽面纹等 18 层纹饰，又以覆
莲、葡萄叶等点缀其间，瑰丽庄重。釉
色苍古幽雅、质感如玉，是不可多得的
北朝青瓷珍品。

它也是沧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壶的一侧由足部向上攀附一条四足龙

作柄，龙尾紧贴壶身，龙身满布鳞纹随壶
腹起伏，龙颈高出壶口沿而后向下弯曲，
龙嘴衔壶口沿作吸水状。

龙柄壶穿越千年，1980年首次展现在
世人面前。当时，文物专家判定其属于唐
初期的作品，直到 1993年，才被鉴定为
北朝青瓷珍品、国家一级文物。1994年，
正式入评国家一级文物，并被收录《中国
文物精华大辞典》。

唐代·三彩龙首杯

1988年，三彩龙首杯出土于沧县前营
村。内外皆施三彩釉，外部以白色为底，
间施赭黄、绿颜色，杯口前端上翘，平
底。杯身浮雕出龙首造型，怒目圆睁，张
口作吐水状，水柱上卷形成杯柄，与杯口
巧妙相连。

口沿戳印出龙鳞状，自然生动。杯体
虽有部分修复，但整体造型逼真，装饰富
丽，隐隐呈现大唐盛世气韵。

清代·豆青盘龙长颈瓶

1982年，由原沧州地区文物商店收
购。该瓶通体施豆青釉，瓶颈和肩部堆塑
一条尾上头下的盘龙，造型独特，釉色莹
润。

豆青釉是青釉派生釉色之一，起源于
宋代的龙泉窑。清代豆青釉工艺成熟，呈

色淡雅柔和，色浅者淡若湖水，
色深者绿中泛黄，釉面凝厚。长
颈瓶口径 5.5 厘米、腹围 52 厘
米、底径 14 厘米、高 30.8 厘

米。1994年，被鉴
定为三级文物。

清代·豆青青花云龙纹双象耳瓶

1982年，由原沧州地区文物商店收
购。

这件象耳瓶呈盘口、长颈，颈部附双
象首耳、斜折肩、直腹、圈足外撇，造型
大方，装饰典雅。在口、颈、肩、足处均
施豆青釉，颈部刻蕉叶纹，口沿、肩、足
部釉下刻云雷纹；腹部施白釉，在白地上
饰青花云龙纹。口径 21厘米、腹围 75.5
厘米、底径17厘米、高49.5厘米。

云龙纹，是云和龙结合的图案，又被
称为“龙腾云海”，这一图案源自龙可以
腾云驾雾、吐气成云的传说，是人们追求
寓意吉祥的体现。1994年，经河北省文物
专家鉴定组鉴定为三级文物。

清代·透雕龙凤纹玉佩

1957年，在肃宁县城出土。这件玉佩
呈长方形。上部透雕云龙纹、玉质洁白细
腻，下部透雕飞凤纹、色黑灰。龙凤在云
中首尾相接。

“龙”和“凤”是玉器配饰中常见的
图案之一。龙凤合体玉器最早见于殷墟妇
好墓，其后以“龙凤呈祥”为主体的龙凤
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诸多形式的造
型出现，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龙凤
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狮城大地，许多地名里蕴含着

“龙”元素。龙华店、龙王李、仵龙堂、龙屯、龙王庄、龙关、龙

驹……地名背后，藏着与龙相关的神秘传说和故事，那是属于一

代又一代当地人的记忆。

地名里的龙故事地名里的龙故事地名里的龙故事 民间流传的龙神话民间流传的龙神话民间流传的龙神话

龙年寻龙年寻龙年寻“““龙龙龙”””
寓意喜庆祥和、繁荣昌盛的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

生生不息的神圣象征。为打捞本地文化，沧州文联原副主席周宝

忠行走乡间，梳理出一系列散落在民间的神话传说。这些故事无

不彰显着人们对龙文化的希冀和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