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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营村是中国观音文
化第一村，这里有以大悲院、
观音堂为代表的观音信仰传
统，以长生邑、香火社为代表
的佛教结社，以“一步两眼
井”“五步三孔桥”为代表的
观音传说，以傩舞、社戏、经
歌、挑经担表演和铜器、唢呐
演奏为代表的社火文化，以
香道起点、茶棚为代表的香
客文化。此外，还有诸如农
耕文化、节日文化、礼仪文
化、婚丧文化、民居文化和说
不完、听不够的民间故事、传
说，民间艺术等独具特色的
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使石桥
营村产生了独特的文化魅
力。

在石桥营村，50 岁以上
的人，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
没听过神话、传说和故事、笑
话的。据任国卿介绍，民间
故事用当地的方言说叫“瞎
话儿”。在村民眼中，说“瞎
话儿”不分故事与传说，只区
分谁听得多，谁听得少。至
于讲，几乎人人都会，区别也

只是谁能讲得多，谁讲
得少。“会讲还讲得多

的，我们都叫他‘瞎话
篓子’。”他说，其实讲

得多或少与文化水平无关，
主要在于兴趣和记忆力。

“村里说‘瞎话儿’是很
稀松平常的事儿。”任国卿
说，到了午饭的时候，墙根蹲
着人正在吃饭，对面墙根的
村民就开始讲故事。“人们边
吃饭边交流，场面轻松又热
闹。”此外，一到冬天农闲的
时候，几家邻居聚在一起，围
着篝火，烤着红薯，大家坐在
一起边吃边聊，“‘说瞎话儿’
就 是 我 们 的 日 常 娱 乐 方
式”。石桥营村的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多以真、善、美为主
题，宣扬社会正能量，比如谁
家有个孝子、谁家娶了个好
媳 妇 、谁 家 出 了 知 名 人 物
……

石桥营人普遍会讲会
说，据调查统计，在平顶山地
区流传的 50 多篇三皇姑妙
善（观音）传说中，出自石桥
营人历代传承或由石桥营人
采 录 的 有 41 篇 ，占 77% 以
上。在这些传说中，最有名
的是《一步两眼井》《五步三
孔桥》，2008年，中央电视台
四套来到石桥营村，录制了
专题节目，曾在中央电视台
连续滚动播出8年。

任国卿：

跑“断腿”写“酸手”
收集208篇民间故事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3月21日上午，记者走进新华区香山管委会石桥营村，看到道路两旁桃红柳绿，在仿古围墙的映衬下分外
秀美。“这几年我们村建设故事乡村、美丽乡村，风景确实秀丽许多。”今年78岁的任国卿说。

石桥营村坐落在香山脚下西南方向，积淀了丰富而又厚重的观音文化。石桥营村的民间传说源远流长，丰
富多彩，任国卿是平顶山石桥营民俗志《民间故事卷》的编撰者之一，也是“石桥营故事大讲堂”的讲述者，石桥
营民间故事的传承者。

近日，在焦店镇政府门
前，记者见到了宗大姐。她
身着绿色毛衣，笑意盈盈，与
春色融为一体，尽显年轻活
力。当天她要赶往张庄村郭
庄自然村，为“孝贤文化进村
庄”志愿服务活动排练节目。

宗秀稳从小热爱文艺，
天生一副好嗓音，曾经在焦
店镇政府从事过群团组织、
文化宣传等工作，退休前是
焦店镇文化宣传服务中心主
任。她将秸秆禁烧、安全生
产、创文等内容编成顺口溜
儿，自编自唱自演，是群众眼
里贴心、接地气的宗大姐。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
村里不能聚集群众开会宣传
防疫知识，下发的宣传单、小
册子又不适合农村老人，可
老年村民又是感染风险较大
的人群。心急如焚的宗秀稳
挖空心思创编了《疫情防控
宣传（新华版）》，找了一个小
喇叭，开着私家车挨村“喊”
了起来。

“国家有难，不能光看，
病毒来侵，防治要紧；短信拜
年，视频聊天，待在家里，不

要乱转；亲戚不走，来年
还有，朋友不聚，过后再

叙……”她穿着红马
甲，拿着小喇叭“喊”

遍了 10 个村庄。

“我真怕大家遭受伤害，恨不
得一天 24小时都拿着喇叭
在外边喊。”回想当时情形，
宗秀稳动容地说。

72 岁的张庄村妇联原
主席万妮深有感触地说：“小
宗从村头喊到村尾，嗓子都
喊哑了。她编的防疫知识接
地气，入口入心，村民很爱
听。”

宗秀稳在村里进行防疫
宣传的视频上传抖音后，很
快获得了50多万点击量、两
万多点赞及六七百条评论，
网民亲切地称她为“宗大
姐”。

成为“网红”后，宗秀稳
利用特长继续创编，把防疫
知识改成豫剧、顺口溜等，先
后创作了 20多个防疫小节
目。她的作品词句押韵、传
播性强，受到人们关注。

宗秀稳的防疫宣传视
频在抖音走红后，歌手乌拉
多恩与她取得了联系。她
和乌拉多恩所在的“鸟人乐
团”隔空合作，推出了防疫
宣传歌曲《大姐说》，再次火
爆网络。

“宗主任可是俺焦店镇
的人才。只要她在村口打起
竹板，喊起宣传口号，大伙都
争着看、争着听。”67岁的张
庄村民宋昆良啧啧称赞。

人人说人人讲 村里多的是“瞎话篓子”

当天下午，在焦店镇张庄
村文化广场，宗秀稳带着村里
的舞蹈队排练歌舞节目《节日
欢歌》。一曲舞罢，张庄村民祁
爱云的额头上渗出了点点汗
珠。“宗大姐老带着我们排练节
目，她在俺村组织的春晚还上
了央视。”祁爱云一脸自豪。

“去年 1月份排练村晚节
目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宗大
姐来村里指导我们，有时忙到
晚上10点多才开车回去。”在
村民贾丽丽眼中，宗秀稳总是
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只要有
文艺演出，她就像个铁人一样
不知疲倦。

去年 1 月 25 日，在“战疫
情庆新春——我们的小康生
活”乡村春晚节目录制现场，
宗秀稳忙前忙后，午饭吃到了

下午 4 点多。“这是我一手组
织的春晚，从节目创编到排
练、演出，忙碌了好几个月，我
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
振奋。晚上一回到家，便觉得
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难受。”宗
秀稳说。

在2021年全国“村晚”示
范展示活动中，她组织的“平
顶山乡村春晚——新华区焦
店镇专场”代表我市参加全国

“乡村春晚”登上了央视。其
中，她编排的歌舞《张灯结彩》
荣获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她
参演的小品《网红与粉丝》荣
获全国第24名的好成绩。

宗秀稳再次在网络上走
红。对此，新华区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局长马群峰称赞道：

“这样优秀的基层文化宣传

员，这样接地气的文化宣传作
品，她不红，谁红？”

宗秀稳直言，她从小想当
兵，“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会
百分百地投入”。

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性
格中的倔强与好强，使她总是
满怀激情，忘我工作。

多年来，宗秀稳走遍了辖
区各个村落，利用休息时间组
织乡村春晚，开展“寻找村宝”
大型文化志愿公益活动及“孝
贤文化进村庄”巡演23场次；
每年送戏下乡，到敬老院、校
园、部队演出20余场，赢得群
众的交口称赞。

2020 年，宗秀稳获得了
“河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称
号；2021 年 5 月，她荣获了平
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文化宣传最用心“乡村春晚”上央视3 月 21 日上午，在位于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光花
园小区的任国卿家，翻开平
顶山石桥营民俗志《民间故
事卷》，从神话、传说到故事、
笑话，里面共收录了208篇，
这些民间故事都是他和几位
村民花费十几年时间收集整
理的。

“那几年为了收集整理民
间故事，跑了不少腿，熬了不
少夜。”任国卿打开了话匣子。

任国卿 1970 年开始学
医，随后一直在石桥营村担
任 村 医 ，2000 年 他 退 休 回
家。2006年，时任河南省观
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的老
乡任学找到任国卿，希望他
能参与到收集石桥营村民
间故事的工作中来，赋闲在
家的任国卿当即答应。

自此以后，任国卿开始
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寻找流

失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传
说。“我当了20多年村医，村
里的人对我都很熟悉，也很
支持我。”他说，收集故事的
过程中，他并没有遇到什么
困难，但整理过程让他费了
不少脑子。

“我没上过什么学，小学
毕业就开始学医。”任国卿
说，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学
习医学常识时靠死记硬背，
收集民间故事时他已年过六
旬，记忆力大不如前。白天，
他来回奔波，收集故事，到了
晚上，他就挑灯夜战，将这些
故事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民
间故事可不是照着人家说的
写下来就行，得构思，重新组
建故事结构。”任国卿说，为
此，他经常熬到深夜，写得手
腕酸疼。

这些民间故事内容丰
富、流传广泛。历史故事有

《王桥飞凫》《王莽撵刘秀》
《二十八宿将》《三国人物》
《包公的传说》《白狼起义》
等；眷恋故土、怀念先祖的有
《问我先祖何处来，山西洪洞
大槐树》等；赞扬家乡风物、
表达人们惩恶扬善精神的有
《石人山白牛的传说》《临汝
温泉的传说》等；节日民俗传
说有《马街书会的传说》等。
但流传最多、最有名的是三
皇姑妙善（观音）传说，尤其是
产生于石桥营的观音传说有
传说遗迹，如《一步两眼井》
《五步三孔桥》《三步两孔桥》
《善财童子》《拴娃娃》《任廷
拔争山主》《茶锅地》《石头猪
地》《脚河》等。

2014年，平顶山石桥营民
俗志《民间故事卷》出版发行，
为平顶山观音民俗文化增添
了一笔浓墨重彩，使之更丰
富、更具传承价值。

石桥营村是一个民间文
学蕴藏很丰富的村落，被称
为“故事窝”。目前，石桥营
村正在积极申报“中国故事
村”，石桥营村的民间故事
也在积极申报新华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整理
收集民间故事的初衷就是为
了能弘扬、传承和保护传统
文化。”任国卿说，自从两年
前心脏放入支架后，他的身
体状况大不如前，不能继续
来回奔波收集素材，但
他依然每天坚持看书写
日记，记录自己发
现的、能回想起来
的石桥营村民间故

事，想为申遗尽一分力。
“我从小就爱看书，收集

民间故事并出版，也算是圆
了我的作家梦。”任国卿说。

任学今年70岁，已经退
休，据他介绍，目前，《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省卷
平顶山分卷》已经出版，《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河南省

卷平顶山分卷》也已经定
稿，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在修
改中，不日即将出版。

“如果石桥营村申报故
事村、民间故事申遗能成
功，不但能为石桥营村找到
了经济、文化、旅游的新型
发展思路，也能为新华区乃
至平顶山市打造国家级文化
名片，形成新型文化产业，增

加一抹亮丽风景。”任
学说。

任国卿展示平顶
山石桥营民俗志

《民间故事卷》

跑“断腿”写“酸手”收集208篇民间故事

坚持写坚持记 想为申遗作更多贡献

任国卿翻看书籍，讲述
石桥营民间故事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