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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诗行·

我深爱着这条暖暖的河流
袁毅

我深爱着这条暖暖的河流
也深爱着，她轻轻拥着的这座小城
临水而居，一座小城
就是一方小小的家园

就有，斩不断的柴米油盐
人间烟火

我深爱着这条暖暖的河流
也深爱着，我的小城
我爱着河水里的每一尾小虾
也爱着河堤上衰老的巴根草
我爱着凤城大道上每一株香樟树
也爱着黑龙潭下每一块顽固的石头
一石一草，一生一灵，天长地久
这就是家园
这就是乡情

我深爱着，这条暖暖的河流
也深爱着，我的凤台！

（作者单位：凤台县智慧学校）

·凤台传说·

聚龙井的来历
高家胜整理

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指派到马瓦房 （现在的凤台县朱马店镇连民村） 附
近行雨的一条小龙极不作为，造成当地十年九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这年，玉皇大帝遣太白金星到天下巡查各地小龙行雨情况，得知负责马
瓦房附近的小龙好吃懒做，不务正事，立即如实禀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一听大为恼火，决定调回这条小龙，把距马瓦房近百华里地的界沟集行雨的
小龙调到马瓦房。马瓦房的百姓获悉后非常高兴，但转念一想：龙喜爱水，
马瓦房南边不远处，就是西淝河及港河，它会不会到那儿居住呢？聪明能干
的马瓦房群众立即挖沟、建井，聚水造景，给小龙提供一个优美舒适的居住
环境，留住小龙。说干就干，利用一年多的功夫，马瓦房的百姓就在当地挖
了 72条沟，建了 72面井。说也凑巧，马瓦房西、南、北三面来水打此通过，
很快清澈透明的水积得井满沟平。但百姓们由于一心一意要把小龙留住，对
此还是不放心，怎么办？据说当时村里就有近百十号老人为此揪心，愁得好
几天茶水不进。后来大家合计后一致认为：龙怕火，何不在村子南侧建窑生
火拦住它，说八个样地也要留住小龙。不到半年的时间，72座窑立马建成。

当年盛夏的一天，北方上空，乌云翻滚，雷声大作，马瓦房群众清晰地
看到一条龙借着风雨，直奔而来。说时迟那时快，马瓦房群众瞬间点着72座
窑，顿时火光冲天，一片火海。小龙发现大火挡住了去路，低头一看，不禁
脱口惊呼：“啊，下面景色好美呀！”只见沟渠纵横，塘池如星；72面井，好
像72颗珍珠，撒落在村头巷尾。塘水碧波荡漾，沟水透明如镜，井水清澈见

底。沟渠上的 72
座 桥 错 落 有 致 ，
一 座 比 一 座 奇
特，一座比一座
俊 秀 。 井 上 桥 ，
桥下井，可谓三
步一桥（瞧），一步换井（景），好一幅美不胜收的经典画卷。占地十多亩地
的一座庙宇，飞檐崇脊，粉墙丹瓦，气势恢宏，颇为壮观；周围古树参天，
枝繁叶茂，百鸟和鸣。小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暗想：别说当地百姓不让
走，就是赶，我也不走。

小龙留住在马瓦房后，从此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此处成了一块风
水宝地。更为奇特是，72面的井水清澈透明，甘甜爽口，马瓦房百姓饮用此
水，人人很少生病，个个健康长寿。据说在很久以前，当地人活到80岁以上
的要占全村老人 95%左右，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现在，连民村的长寿老人
也远远超过其他村。

因为居住在马瓦房的小龙，经常到太庙东侧不到100米处的井里喝水，百
姓为了留住记忆，就把这口井命名为：聚龙井。

（作者系凤台县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

·小小说·

乐 极 生 悲
郭远

夏天，热得让人难耐，但有事又不能不出家门。这不，C君拗不过挚友的再三
邀请，抱着不伤感情的心态，乘公交车去赴约。

因为这天是周末，车内拥挤不堪，并且异味很重。C君在人群里似被挤扁的柿
子，好不容易才有了立足之地，就在这当儿，司机冷不防来了个急刹车，C君身子
失去了重心，一下子与前面的D女士有了肌肤上的接触。C君刚要说一声“对不
起”，却让D女士给咽了回去。“你耍什么流氓，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占姑奶奶的便
宜。”柳腰桃脸的D女士发怒道：“滚一边去，再碰一下我就报警了。”C君实在是委
屈，有理口难辩，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挪挪脚在人缝中使劲挤了挤，与D女士保
持着距离。

公交车行驶四、五分钟后，C 君的眼神放出光来，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说:
“活该倒霉，苍天有眼为我出了这口恶气。”这种快感，就像给C君注射了一针兴奋
剂，让他心花怒放，高兴得忘乎所以。原来，C君发现一个“扒手”麻利地把D女
士的钱包偷到了手。很快，“扒手”就下了车，而D女士却浑然不觉地也跟着下了
车，消失在C君的视线之外。

公交车又到了下一站，C君挤出人群也下了车，浑身轻松得如同一只快乐自由
的小鸟。C君迈着愉快的步子正得意洋洋地走着，猛然间，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起
来，只见他捶胸顿足地说道:“我上万元的手表也被偷了。”

（作者系县作协会员）

·民间传说·

“七夕”与牛郎织女的传说
农历七月七日之夜，称“七夕”，中国民间有“乞巧”的习俗，故七夕又称“乞

巧节”。民间传说，七夕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据说，牛郎是南阳城牛家庄的
一个孤儿，依哥嫂过活。嫂子马氏为人刻薄，经常虐待他，他被迫分家出来，靠一
头老牛自耕自食。这条老牛很通灵性，有一天，织女和诸仙女下凡游戏，在河里洗
澡，老牛劝牛郎去取织女的衣服，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

婚后，他们男耕女织，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十分美满幸福。不料玉皇大帝查知
此事，派王母娘娘押解织女回天庭受审。老牛不忍他们妻离子散，于是触断头上的
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挑着儿女乘船追赶。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王母娘娘忽
然拔下头上的金钗，在天空划出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牛郎无法过河，只能在河
边与织女遥望对泣。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
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王母娘娘无奈，只好允许牛郎织女每
年七月七日在鹊桥上会面一次。

由于农历的七月七日正当雨季，所以这一天常常下雨，人们便说这是牛郎织女
的眼泪。农村中的一些少男少女还会趴在豆角架的下面，据说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的
悄悄话。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美妙动人，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以“牛郎织
女”来描述夫妻的恩爱。

七夕之夜，妇女们还要向织女乞求智巧。如《荆楚岁时记》所载，南北朝时的
乞巧方法是“结彩缕穿七孔针”，妇女们来回用丝线穿针，穿得快的自然就巧了。明
清以后，更流行“丢巧针”的游戏，其方法是在七月七日这天的上午，取一碗水在
日光下曝晒，顷刻之后，水面便产生一层薄膜。此时把平日缝衣或绣花的针投入碗
中，若针浮在水面上，便是得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