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 年 寻 龙

腊月二十三，雪。

一切都似乎和往年一样，但

心中又知道，它并不一样。又长

一岁的欣喜，却只是小时候的渴

望。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算是年

到了。大人们开始准备各色食

物，小人儿就只能趴在灶火门口，

眼巴巴盯着油锅里的豆腐丸子酥

红薯，口水顺着含在嘴里的手指

往下流，等着被忙得脚不沾地的

大人投喂。现在的孩子没有这个

待遇，他们或在雪地里疯跑，或捧

着手机津津有味，这些我们小时

候的美味佳肴，于他们，只是司空

见惯的寻常食物。

年三十儿晚上，连三赶四吃

罢饺子，半大小子溜出门去放鞭炮烟

火，他们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鸡鸭猪

狗被他们扔在身上的鞭炮吓得四处逃

窜。

小闺女儿就安生多了，帮着大人收

拾碗筷后，就抱着花团锦簇的新棉衣不

撒手。摸摸扣子，呀，真圆真亮；捋捋衣

襟，呀，这花儿跟真的一样；这个高领子

我最喜欢；咦，这还有个口袋嘞……

夜更黑了，也更冷了，疯小子从冰

天雪地跺着脚搓着手跑回屋里，围坐在

火盆前疯着闹着吃着，不觉已到夜半。

猛然听见外面鞭炮齐鸣，大人小孩都赶

紧跑出去，加入迎新年的终极仪式：放鞭

炮！

等夜彻底冷寂下来，瞌睡虫爬进了

眼睛里，哈欠一个接一个，衣服都顾不

得脱，就钻进被窝会了周公。

年初一，女人们起早做饭，男人们

聚在暖和的墙角喷空儿，聊收成、说闲

话，顺带互相玩笑着拜年：“新年好、新

年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最重要的是

收成好！哈哈！”这是他们忙碌一

年给自己留下的唯一空闲时刻。

年初二，风真的很冷，扎骨头

缝儿。小家伙们可没空儿想冷不

冷的事，他们坐在二八自行车的

前梁上，背后是温暖的胸膛。冰

冷的风吹不散走亲串友的热情，

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急着抓取平

日吃不到的糖果瓜子。等带着外

婆舅妈体温的压岁钱被“强塞”进

口袋里，就和老表们一下没了踪

影。磁炮、摔炮、窜天猴儿，偷偷

买了一大兜，躲在撂田野地的沟

渠里放个痛快。

可是为什么，想起小时候过

年的种种情形，我的眼泪怎么也

止不住。原来我也曾经盼望着过

年，原来我们都是从小小儿郎长成了现

在沧桑的模样。

小时候盼着过年，是因为我们背后

有温暖的怀，有名为爹娘的铠甲，在风

平浪静的港湾里，狂放成长。终于，长

成了温暖的怀，坚强的甲，成了避风的

港湾。

我们的温暖和铠甲，只剩下夜深人

静的思念。而这思念，在一年终了时候，

再也遏制不住，终于累积到了峰值，汹涌

成一片波澜壮阔的海域。缓解的药只有

一种：他们过年时曾经做过的美食。

发面蒸馍、炸豆腐、炸丸子、煮萝

卜……这不只是文脉传承，更是丝丝缕

缕的牵挂和念想。

过年了，我想我的铠甲了。

你在想念你的谁吗？如果思念有

形，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它

是蒸馍丸子圆圆的样子，是豆腐粉条菜

牵扯的样子，但最希望它是雪花缥缈轻

曼的样子，能看见，能摸到，能化解眼中

的泪水。

过
年

●
杨
娥

6 落凫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E-mail:rbfk@pdsxw.com 编辑 赵金萍 视觉编辑 李永伟 校对 李京晶

●
马
红
娜

思
念
有
形

过年的乡下要比城市热闹有

趣。春运的高潮捎带着城市的热

气，满载着悠悠乡情，驶向一个个

叫作家的地方。

过年的重点在于一个“过”

字，从一寸寸光阴中走来，把背

负着收获的人们引进年的愿景，

作为五谷丰登的美好图腾，周而

复始，生生不息。

农历的年和冬至相连，在小

寒大寒躲躲闪闪的飘雪中悠忽

而来。随着时光推移，岁月沉淀，仔细

品咂，年味在近百年的墨香中氤氲，依

然浓郁得像化不开的乡愁，直抵年末

岁寒的气氛。

老家的过 年 是 从 腊 八 这 一 天 开

始的。从这一天起父母的电话开始稠

密起来，以年的理由酝酿种种话题，

把孤独敷贴在长长的电波中，捏着团

圆的边角，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身边慢

慢收紧。

最忆是少年，所有的幸福和快乐

拥挤在过年的喜庆里。闪过冬月，娘

就着手筹办过年的一应事务，父亲会

无限惆怅地叹息：真快啊，又逼近了年

关。少年不知愁滋味，更无所谓什么

年关不年关，满眼满心是那簇新的衣

服和鱼肉糕点白面馒头好吃食。穿新

衣看大戏过大年的兴奋占据着童年的

欲望。

过了腊八，乡村的集市繁荣起来，

街巷的摊位一字排开，鸡鸭鱼肉、鞭炮

楹联，货赶货红彤彤摆到了路边。鞭炮

声、汽车喇叭声、做生意的叫卖声、孩子

寻找大人的呼喊声，塞满了肠子一样的

街巷。饭店的食客排满了长队，各种混

合的气息熏香了过年的味道，是一场众

生参与的无穷回味。

下雪是大自然天赐的神迹，就像

美文的留白，给过年平添了无限的意

境。经由西伯利亚一路穿越的北风到

达老家，携寒冷的雨雪冰霜，经过妙不

可言的酝酿商议，一场松松软软的大

雪铺天盖地。苍凉的山村被锁在童话

的王国，低矮的茅屋落满了白雪，极像

母亲手下形态各异的白面馒头，雪被

下覆盖了无穷的贫瘠，雪被上奔跑着

无尽的快乐。打雪仗、堆雪人，在松软

而洁白的雪地上踏出一串串辫子似的

脚印，这是我的童年里极其绝妙的心

理感受。

蜡梅偏在这个时候怒放，暗香如

沁，渗透在腊月大红大彩大喧大闹的

年味里，于是家乡的腊月，就香得与众

不同，美得妙趣横生。

日子脚跟脚地走，眼瞅着到了腊

月二十三儿，中国传统小年，家乡人

带 着 儿 话 呼 唤 ，亲 切 地 区 别 于 其 他

日子。这一天的晚饭前娘在铁鏊子

上炕好了暄腾的火烧馍和酥脆的芝

麻糖，敬献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烦请

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娘 说 ，灶 王 爷 和 灶 王 奶 奶 是 一 家 之

主，把这两位神仙侍奉好了，在

年 终 总 结 会 上 他 们 会 把 我 们

的 慈 善 孝 义 、勤 劳 节 俭 等 优

良 品 行 汇 报 给 上 天 ，老 天 爷

听 得 高 兴 ，便 会 赐 他 们 吉 祥

如 意 、幸 福 安 康 ，他 们 会 把 福

报 带 回人间。

过年的节奏明显加快，“二十五做

豆腐”。母亲喜欢自己做豆腐，筋道醇

正不走味。这一天，娘把泡好的黄豆

在石磨上磨成豆糊，过滤后放在一口

大铁锅里煮至沸腾，掺入花椒杀沫，瞬

间澄澈为清香的豆汁。然后加入石

膏，变魔术一样，奶状的豆汁絮成浓郁

的豆花，很快水乳分离。再把温热的

豆花吊出，用生布包好放进固定的方

框内压上平板，一两个小时后待水分

淋出控净，白净鲜嫩喷香的豆腐就做

好了。

这些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蒸馍、

盘饺子馅，准备各式各样的熟食。成

块的大肉洗净分割过油，酥肉丸子、豆

腐、藕盒、鱼块以及叫不上名字的各种

炸货，火苗在灶膛里伸出长长的舌头，

舔舐着喷香的气息，炊烟袅袅升腾起

繁复热烈的祝福。

贴 上 对 联 ，过 年 就 进 入 了 高 潮 。

大红的色彩渲染了过年的喜庆，浓密

的年味喷薄而出，各家各户红符朱桃，

张灯结彩，一改往日的萧条凋敝。“扫

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除

夕的年夜饭隆重丰盛，仪式感十足，香

案上早已摆了贡品，敬祭宗祖，除旧布

新，保佑平安。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合家

欢聚围着火炉守岁，酒瓶子打开斟满

了祝福，糖果瓜子花生水果摆满了桌

子，父亲笑眯眯地端起酒杯，在吉庆祥

和的融融亲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压岁钱，分给他的子孙。零点，新年的

钟声敲响了，点燃鞭炮，灿烂的礼花在

夜空中绽放。喜庆、璀璨、绚丽，为这辞

旧迎新的一刻欢欣鼓舞；红火、永远吹

不散的烟花，绽放着岁岁年年永续不变

的年味。

旧历的年底才是真正的年底，十

二生肖轮流当值，万象更新才是中国

根本意义的过年。

初一早晨，大人小孩齐齐换上新

装，一为好彩头，二为新气象，这一天

说话禁忌，行为端庄，拜年的挂着笑

容，进入中国根本意义的春节。

春一开，风温软起来，土地暄和起

来，一切新的生命蠢蠢欲动。

某一日，高高的天空，白云飘过，迎

春花吐出娇嫩的花蕊。也就是正月初

六吧，在这样一个好日子，人们开始互

相道别，上班的、做生意的、打工的，以

各种形式奔向新的生活。

在宝丰县东南部、平顶山市区北

部，横卧数峰山峦，高低起伏，状如卧

龙，名曰龙山，龙山又分为大龙山、小

龙山，与中间火烛山，三山并立，呈二

龙戏珠之势，火烛山上有香山佛寺。

龙山不高，主峰只有 464.3 米，

但名气不小，是古代中国四大龙山

之一。这四大龙山分别为湖北江陵

龙山、河南宝丰龙山、辽宁朝阳龙

山、山西浑源龙山。《辞海》上这个排

序是以文献先后为序，若按得名之

由来说，宝丰龙山应排在第一位。

因为宝丰龙山之得名是上古豢龙氏

居此，其阳有豢龙城。可以想象到，

当时的豢龙城一带一定是河网密

布，水大潭深，积水而成沼泽，芦苇

和蒲草伴湖而生，人们用芦苇织墙，

蒲草结顶，沿湖而居，靠湖而生，养

龙、捕鱼也许就是主业。只是后来

气候变化，地形变迁，养龙这种职业

才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豢龙氏是上

古中华民族的少数几个部族之一，

这个部族一直存在到夏代才逐渐湮

灭，留下了一个地名叫龙山。

豢龙氏之后，应龙氏又来到龙

山脚下，应龙氏是由东夷族以鹰为

图腾的鹰氏与炎帝族以龙为图腾的

句龙氏族通婚形成的部族，应龙在

古代神话中是“有翼的龙”，两个氏

族融合之后，新的图腾就是龙与鹰

的融合。

到了大禹时代，应龙氏族为大

禹治水立下汗马功劳，诞生了古应

国。历经商、周，成为周王朝的诸侯

国。楚国强大之后，应国销声匿迹。

1957年，随着白龟山水库的修建，就

连应国故都滍阳也淹没于碧波之中。

令人欣慰的是，龙山脚下，大湖

侧畔，又崛起一座工业新城。

从物种上的龙，再到神化成中华

民族精神象征的龙，我们这座龙山也

得到神化。道家在山顶建石城一座，

就是现在的玄武庙，始建于东汉，兴

盛于唐宋。其主体建筑为五龙宫。

宫内塑赤、白、黄、青、黑五条龙，腾云

驾雾，栩栩如生。玄者黑也，武者龙

也，是龙的化身，玄武庙其实就是供

奉龙的地方，这里的龙已是神龙。

龙文化经天纬地，响彻世界。

龙山因它独特的位置和人文价值，受

到不同信仰者的崇拜和向往。叶公

沈诸梁尹叶期间，迷上了画龙，以至

于被后人刘向讥笑，杜撰了“叶公好

龙”的寓言故事，让一个平叛乱、修水

利，勤政爱民的好官掩盖在了假故事

的背后；世人皆传诸葛亮躬耕南阳，

才有了卧龙名号，殊不知，青少年时期

的诸葛亮就生活在平顶山脚下。那

时，龙山已声名远播，少年大志的诸葛

亮在读书明志之余，携挚友徐庶、司马

操等人登临龙山而心怀天下，视自己

如潜龙在田，期望得遇明君而昂首飞

天，故有了“卧龙”名号。

因豢龙氏聚居地而得名的龙

山，先民因养龙、训龙而成为龙的故

乡，继而又把龙的形象经过神化的

渲染，成为龙马精神。

物化的龙不知所踪，神化的龙

无处不在。斗转星移，时光交替，岁

月早已把龙的痕迹雕刻在鹰城大地

上。源于我市的刘姓始祖刘累就是

养龙出身，郏县李口镇郭楼村董氏

祠堂里有“豢龙世家”的称谓，据传

董父是最早的养龙者，“豢龙世家”

传递着董姓人养龙的基因符号。南

北朝时，龙山之北设过龙山县，龙山

之南设过龙阳县，唐朝时设置过龙

兴县。如今，宝丰境内含龙的村名

就有 13处，含龙的寺庙有 4处，含龙

的水就更多了，仅龙山北山脚下就

有龙池、龙渊、龙泉、龙溪、五龙潭等

等。可见，龙文化在宝丰源远流长。

龙山上玄武庙内的五条龙见证

了一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它让人

们浮想联翩。黑龙不正是东西绵延

百里的煤海吗？如果说白龙是盐田，

赤龙是我们发出来的电光，黄龙是烟

叶，青龙是绿色的沙河，那么，沙河两

岸五龙共舞正迎来一个腾飞的时代！

龙山之上藏龙脉 ◇ 张振营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延续

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化现象

之一，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龙

文化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影响深

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纽带、情感联系的桥梁。

龙文化历久不衰，与其创新、综合、

包容、进取、独立的精神内涵分不开。

龙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与中

华民族的形成融合过程几乎是同步

的。在历史上，无论朝代如何更迭，

龙文化的传承始终如一。2024年就

是十二生肖的龙年了，我们作为平

顶山人，在宣传和弘扬龙文化的过

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平

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

上古三龙氏在平顶山境域繁衍

生息。平顶山境域地处中原腹地伏

牛山东麓、嵩山南麓。这里伏牛山

脉、巴山山脉、嵩箕山脉三山并列，

沙河（古称滍水）、汝河（古称汝水）

二水纵贯，有山有水，山明水秀，地

形的多样性为丰富物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这里处于南北气候分界线

上，四季分明，降雨量适中，适宜人

居。早在 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来到这里定居。五帝到三代时期，

这里居住着 3 个以龙为称的氏族，

他们是应龙氏、豢龙氏、御龙氏。

应龙氏。平顶山古代为应国之

地。一般意义上的应国指周武王灭

商，成王封第四弟于应所形成的姬姓

应国。姬姓应国存在于西周时代，其

实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就有应国。

夏商时代的应侯是应龙氏的后裔。

应龙氏是由东夷族以鹰为图腾的鹰

氏与炎帝族以龙为图腾的句龙氏族

通婚形成的部族，应龙氏的图腾是鹰

图腾与龙图腾组合而成的龙身鹰翅

形象。应龙氏原居于今山西北部应

县一带，曾帮助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

之野，建立奇勋。黄帝为犒赏应龙

氏，让他们迁居自然条件较原居地优

越得多的淮河支流沙河中游。应龙

氏所居之疆域相当于今汝河以南的

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平顶山市区、

叶县一带。应龙氏为了纪念大败蚩

尤之功，就把沙河叫作“滍水”。“滍”

本为蚩，因用以名水而加水旁。应龙

氏立卒于滍阳。舜帝时代天下大水，

舜命禹治水。应龙氏又佐禹疏浚江

河，导水入海。夏朝建立就把滍水流

域封给应龙氏，应龙氏部族居住的区

域成为以夏王为共主的万国之一的

应龙氏侯国，应龙氏部族首领为应

侯。商代仍之，《竹书纪年》载“盘庚

七年，应侯来朝”。

豢龙氏。在平顶山境域沙河中

游，有 3 处豢龙氏遗迹。一处在鲁

山马楼商余山元结故里。豢龙氏为

祝 融 八 姓 之 一 ，祝 融 乃 黄 帝 之 裔

孙。豢龙氏为其祖黄帝在此立祠，

且传至唐代，说明豢龙氏曾在此繁

衍生息。一处为新华区新新街近旁

的校尉营原有的豢龙城，《金史》卷

二十五《地理志》有记载。其靠山龙

山就是因豢龙城而得名。此城当为

豢龙氏繁衍到一定程度所筑。一处

在昭平台水库今称姑嫂石的所在。

姑嫂石本名女灵山，山下还有女灵

祠。唐宋时代是一处重要名胜。得

名之由是“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

‘吾豢龙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

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山前。山名

女灵，吾持来者也。’”豢龙氏是舜帝

时人，“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

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

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

御龙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载：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

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

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

韦 之 后 。 龙 一 雌 死 ，潜 醢 以 食 夏

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

迁于鲁县。尧的裔孙刘累曾学养龙

技术于豢龙氏。夏朝第十三任国王

孔甲，得到别人送给他的汉水之龙

雌雄两条，就聘刘累到宫中饲养，开

始养得不错，孔甲就赐给刘累家族

御龙氏之号。后来龙死了一条，刘

累做成肉汤让孔甲吃了。孔甲感觉

味道很美，刘累只得把另一条也杀

了做成肉汤给孔甲享用。两条龙都

没了，刘累担心哪一天孔甲要观看他

的宝龙，自己就没命了，于是率族逃

到鲁县（今昭平台水库中的邱公城）

躲了起来，进一步研修提高养龙术。

鲁县成为御龙氏家族的栖息地。

上古三龙氏在平顶山境域繁衍

生息奠定了平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

的基础。

中近古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

有三则典型的平顶山境域龙故事，

它们分别是叶公好龙、摩陂青龙、乾

隆御封索龙王。

“叶公好龙”是出自刘向《新序》

的 一 则 寓 言 故 事 ，可 谓 传 颂 千 古

了。寓言里有真实的内核，有引申

寄寓道理的比附。“叶公好龙”这则

寓言的真实内核，就是“叶公子高好

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宇雕文

以写龙”。叶公出身楚国宗室。楚

族本是以鸟为图腾的商族分支之

一，所以崇尚凤凰。而叶公家族受

华夏文化影响比较深，向往华夏文

化，崇拜华夏文化的精神符号——

龙。公元前 524 年，叶公受命到龙

的故乡——滍水流域任叶尹，承担

起沟通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重任，

好龙、画龙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了。由于叶公沉迷于画龙，并且画

道逼真，偶尔幻觉中出现真龙浮在

眼前也是可能的。于是，就有了“龙

闻而下之，窥头于牅，拖尾于堂”的

现象。至于“叶公见之，弃而还走，

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完全是寓言

作者的借题发挥。所以，叶县叶邑

镇叶公好龙遗迹叫“玩龙台”。从好

龙到似见真龙到玩龙，算是把寓言

抹在叶公鼻梁上的那一点黑擦去

了。

摩陂在郏县堂街河里圈汝河大

湾环。三国时代，摩陂是一处方圆

十数里的积水湖泊，周边有不少旷

田。建安元年（公元 196年），曹操迎

汉献帝都许，在许周围颍水、汝水流

域大兴屯田，置襄城典农中郎将实

施管理，摩陂周边田地得到开发，成

为 一 处 重 要 的 军 屯 基 地 ，称 摩 陂

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五

月，曹操同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十月

染病东归洛阳。到洛阳喘息未定，

闻关羽出兵襄、樊，欲北向宛、许，驻

扎襄樊的曹仁被困，遂急遣徐晃率

大军前往救援，自己则强撑病躯离

开洛阳南下，亲征关羽。尚书桓阶

怕曹操远程奔波，病情加重而师老

无功，就劝曹操驻跸摩陂，“按六军

以示余力”，遥相声援。曹操驻摩

陂，遣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增援徐

晃，击退关羽，解襄樊之围。曹操在

摩陂军帐发布“劳徐晃令”。当年十

二月，“徐晃振旅还摩陂，曹操迎晃

七里，置酒大会。曹操举卮酒劝晃，

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

也。’时诸军皆集，曹操案行诸营，士

卒咸离陈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

陈不动。曹操叹曰：‘徐将军可谓有

周亚夫之风矣。’”曹丕代汉都洛阳，

摩陂成为洛阳南部军事屏障，还被

用于囚禁人质。黄初三年（公元 222

年）吴国使臣冯熙被派来魏国，曹丕

见冯熙才气横溢，颇善言辞，就三番

五次劝说冯熙留在魏国。冯熙表示

决不干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曹丕见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把冯熙押

送到摩陂监禁起来。魏明帝曹叡即

位后，对摩陂更加重视，将曹操驻跸

过的摩陂军营扩筑为城池，作为洛

都与许都之间的行宫。太和六年

（公元 232 年）曹叡的儿子曹殷、爱

女曹淑相继夭折。曹叡十分悲伤，

认为洛阳宫殿不吉利，而欲迁居许

都。九月，曹叡先期移驻摩陂行宫，

遣人前往修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

二殿。十二月离开摩陂行宫，入居许

昌宫。次年正月二十三，摩陂守臣报

告行宫井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初

六，曹叡从许昌宫驾幸摩陂行宫观

龙，遂下诏改元“青龙”。于是，这一

年就称“青龙元年（公元 233年）”并

改摩陂为龙陂，摩陂行宫为龙城。赐

郏县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当

年租赋。青龙年号用了五载，这五年

是曹魏国力的鼎盛时期，摩陂在曹魏

政治大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索龙王姓索，名笳，城东辛庄（今

名四山）村人，幼年家贫如洗，寄养在

漫流村舅父潘家。索笳相貌丑陋，面

如青靛，寡言少语，生性懒惰。一天，

舅母逼笳浇地，笳推脱至晚上始去，

一夜之间把几亩地浇完，舅母非常奇

怪。又一天更深人静，笳去浇菜园，

其舅母藏于暗处窥视，只见笳嘴对井

口，伏于井岸，稍时抬起头，用嘴往田

里喷水，像下雨一样，片刻全园皆被

浇透，舅母大惊失色，疑笳非人。

不久，辛集寨赵堂庙道士收笳

为徒，年余笳又到郝村北坡哈佛寺拜

老和尚李某为师，笳与师傅相处甚

好。几年后，李某夜梦索笳求放他离

寺去西山修行，并嘱咐李某遇难时可

到朝阳观找他。次日中午，几个小和

尚慌慌张张向老和尚禀报说，索笳到

九龙口洗澡，跳进水里就不见了。李

某急忙到九龙口查看，只见鞋在水

边，不见人影，求人打捞，未见尸体。

过了些日子，有人对老和尚说：“索笳

未死，我亲眼见他身穿黄袍朝西去

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哈佛寺失火焚

毁，老和尚依梦中话，赴朝阳观找索

笳。师徒相见，格外亲热。乾隆曾六

次南巡，第一次在乾隆十五年六月南

巡中岳。乾隆及其扈从出京城南下，

红罡罡的日头照得人困马乏。可一

进河南，天上生出一块白云，随着南行

队伍移动，刚好遮住队伍。乾隆感觉

奇怪，就问：“是谁在为陛下遮阴呢？”

只听有声音道：“小人索笳。”乾隆说：

“你真成龙王了啊！”天上传来一声“谢主

隆恩”，从此索笳就成了龙王。一天索

笳对前来探视的师傅说：“我要离开这

里到尧山浇灌草药。徒有三分私雨，

乡亲们若遇大旱难解时，到尧山见我。

至时可由山东居户王骡子引见。”

一年秋天，鲁山东部百日无雨，

禾苗枯萎。漫流、辛集一带的百姓派

代表到尧山脚下找到王骡子。王骡

子把他们引到悬崖绝壁下一个深潭

边，代表们跪下焚香，祈求索笳降雨

家乡。果然细雨几天，禾苗复生。家

乡人为了感谢索笳降雨之恩，于漫流

北建起一座索龙王庙，四季祭祀。

这些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都

实证了平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

□制图 张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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