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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祖杯

“玄坛爷”的故事源远流长。

隋唐时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写

道：“赵公明得道于终南山，被尊为道家大神，

属威猛将吏。……被授正一玄坛元帅……驱

雷役电于宇宙，呼风唤雨于乾坤……”

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的《周至

县志·古迹》载：“财神赵公明，赵大村人，村

中有赵公明庙。”

《辞海》载：“财神，相传姓赵名公明，秦

时得道于终南山，道教尊为‘正一玄坛元帅

’。亦称赵公元帅赵玄坛，秦时避乱，隐居终

南山。其像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

坐骑黑虎。故又称‘黑虎玄坛。’传说能驱雷

役电，除瘟禳灾，主持公道，求财如意。”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载：“俗祀财

神为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赵玄坛。相传

为终南山人，秦时避乱，隐居终南山。精修

得道，能驱雷役电，除瘟剪疟，去病禳灾，买

卖求财，使之宜利。神像头戴铁冠，一手举

铁鞭，一手持翘宝，黑面浓须，身跨黑虎，全

副戎装。……俗以三月十五日为神诞，祀

之能令人致富。中国民间奉祀，或于正月

初去财神庙敬祀，或在家迎接财神贴子，或

在店堂由人装扮的财神登门。”

藻溪版“玄坛爷”是这样的：

玄坛，原来是衙门里的人。他手握实

权不肯为百姓办实事，若要办事可以，先要

鱼肉伺候，银两送来。

偶尔一天，玄坛爷下乡办事，在途中看

到前面有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小鸡一

路打斗追逐着玩。突然间，玄坛听到有讲

话声，觉得奇怪，周边并无他人，哪来讲话

的声音？于是他就认真地听着。

“咯咯咯，乖，你们别逗了。”

“叽叽叽，我们就是玩玩而已。”

“唉，整天就知道玩，妈告诉你们吧，等

一下，我就要给主人杀了孝敬贵客，你们就

再也没有妈妈了。”

“叽叽叽，妈妈，这是为什么？主人

坏。”

“孧，不是主人坏，是这位客人坏。主人

拿不出别的好东西孝敬这位客人，只好把我

杀了去孝敬，不然的话，主人家的事就办不

成。可怜的孩子，没了妈妈，你们要乖，不要

打闹惹主人生气。你们要勤奋，自己多出门

觅食，主人家不容易，自己家里人都少食粮，

哪有多余的粮食养你们一大班？”

“叽叽叽，知道了，可怜的好妈妈。”

听完对话，玄坛已来到村里办事的一

户人家，家主人招呼玄坛坐下后，又忙着让

厝内人——老婆烧水，自己到鸡舍呼唤群

鸡，抓那只“可怜的好妈妈”，只见一群小鸡

到处乱飞。

玄坛见状，震惊了！在路上听到的不

就是在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于是，玄坛站

起身来，对主人说：“鸡别抓别杀了，你的事

我回衙门就马上办理，明天，你自己去衙门

看结果。”说完头也不回就走。

玄坛回到衙门，把鸡主人的事办好。

晚上，躺在床上反思自己入衙当差以来的

所作所为，碾转反侧，彻夜难眠。

第二天，玄坛早早起床，收拾行装，告

别同僚辞职回乡。“辞职回乡”是客套话，他

一声不响地来到引西寺——飞梁庵。

引西寺香火旺，据说僧人只差一位就

满100。山门外来了玄坛，知客僧听了玄坛

的来意，就让玄坛待会，自己先进去知会当

家和尚。

此时，山寺里就像砸开了的锅一样，众

和尚都不乐意和玄坛同一个僧门出入，因

为他们都知道玄坛在衙门里的恶行。于

是，和尚们团结起来，商量对策挤兑玄坛。

先告诉主持，说了许多玄坛的坏话，然后，

说出排斥玄坛的计策。主持和尚没原则，

默许他们的计谋。

于是，知客僧出来对玄坛说：“你来得

真不巧，明天开始，寺里禁食七天，七天不

开斋，你看咋办？”

“各位师兄怎样过，我也同样过，没有

例外。”说完，就请知客僧带他到安排给他

的僧房。玄坛一踏进房门，就闭门不出。

和尚们原本是想办法不让玄坛挤进清

净空门，让曾经作威作福的玄坛知趣地离

开本寺院，免得让玄坛败坏佛门名气，没想

到玄坛竟一心向佛不怕苦。和尚们来寺修

行都有时日，禅房里都多少备有点干粮零

食，唯独玄坛初来乍到，没有一点充饥的东

西，玄坛挺住了。

第七天的下午，主持和尚召集寺里众

和尚，说：“明天就是第八天了，这七天没开

火，伙房里的火种都熄灭了，明天开斋没火

种升不起火，烧不成饭菜供佛，如何是好？

有哪位愿意前去‘荐恩寺’取火种？”

各位和尚你看我，我推你，没人吭声。

玄坛忍不住，说：“师父，众师兄也都饿了七

天，还是弟子身强力壮，弟子愿前往‘荐恩

寺’取火种。”

“甚好！玄坛，你可知道去‘荐恩寺’怎

么走法？”

“弟子无知，愿师父赐教。”

“玄坛，你看咱寺院大门前不是有一条

横着的东西走向的小路吗，你跨上这条路

右转向东，到豁口，不要下岭。然后，沿左

首小路向北，走两三丈远，到豁口，再从豁

口岭顶下到岭底就是盛陶高厝。沿着这条

路继续往前走，淌过盛陶溪，‘荐恩寺’就在

你的眼前。你到‘荐恩寺’，请主持行个方

便，借个火种即刻回来，咱寺里等着用你取

来的火种。全仰仗你了！”老和尚如是说。

下午，玄坛孑然一身出寺门，按照主持

和尚所指方向走法，融入山峦树林中。已

经饿了七天的玄坛，踉踉跄跄行进在这本

来就不是人走的山路上。饥肠辘辘的玄

坛艰难地前进，好几次都差点就要跌倒在

这条原本是山羊行走的羊肠小路上。

玄坛顺利地从“荐恩寺”取得本寺十分

需要的火种，赶紧往回走。前进中的玄坛，

忽然看到正前方岭上，正站着一头两眼圆

瞪、威猛无比的白老虎，显然，玄坛是挤不

过去了。

玄坛顿时精神倍增，思忖着：路已经被

老虎挡住了，过又过不去，咋办？现在只有

两条路，一条就是我被老虎吃掉，另一条就

是老虎让道。于是，玄坛趋前一步对白老虎

说：“畜生，大概你的肚子也饿了，但是，我家

还有师父和众位师兄比你更饿，他们都等着

我取火种回来升火烧饭，好解除他们的饥

饿。你若是要吃我，可以！但是，必须让我

先把取来的火种，送到寺院交给我家师父，

然后，我再回头来让你吃。这样可以的话，

你就点三下头，转身退开让我赶路。”

此时此地，只见老虎轻轻地点了三下

头，转身径自走开了。玄坛也没多想什么，

艰难地移步回到寺里，把火种交到师父手

中。告别师父和各位师兄，说：“我没迟到

误事，现在我要上路了。”

“玄坛，到底什么事那么急？”师父说。

“不说也罢。”玄坛说完，转身出了寺

门，赶到来去时的那道岭，只见那头白老虎

低头站在路中。

玄坛不急也不忙，轻轻地来到老虎跟

前，低声对老虎说：“畜生，我没有爽约，现

在就站在你的眼前。我现在肚子已经是饿

得很，只问你一句话，你是真要吃我，就赶

紧过来，我不跑。”老虎还是站着一动不动。

于是，玄坛又开问道：“畜生，我让你吃，

你不过来，难道你是要让我骑？如果要让我

骑，你就点三下头。”话音刚落，老虎就点三

下头。此时的玄坛也不客气，上前一步跨上

老虎背，刚一坐定，老虎就腾空起飞，玄坛便

随之升天，证果成佛，人称“玄坛爷”。

后人为了纪念玄坛潜心向佛，坚心修

持，七天证果成佛，就把玄坛遇到老虎飞天

成佛的那道岭叫“化身岭”。

藻溪版“玄坛爷”的故事，他真真切切

地告诉我们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只要“痛

改前非”，还是可以“立地成佛”！这才是民

间文学的社会价值。

藻溪版“玄坛爷”

尤荣开

白薇功用，善能杀虫，用之于补阴之

中，则能杀劳瘵之虫。用之健脾开胃之中，

则能杀寸白蛔虫。以火焚之，可以辟蝇而

断虱。以水敷之，可以愈疥而敛疮也。白

薇如何入药，曾有一段传说。

兵荒马乱年间，平头老百姓最怕过

兵。死里逃生打了败仗的兵，和土匪一样，

烧杀奸抢，无所不干；打了胜仗，休整期间，

放任自流，更加放纵士兵去干坏事。所以，

战乱年代的老百姓一听说打仗，就得赶紧

逃避兵祸，这叫“跑反”。

有一年，又打起仗来，安徽阜阳刘家

村，周围几个村的人全跑反走光了，只有一

个病得奄奄一息的病人跑不了，他的妻子

便陪他在家。两口子明知军队一过来没有

好结果，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天夜里，妻子正在煎药，忽听有人敲

门：“大哥，开门呀，救救我吧！”那声音很凄

惨。妻子跟丈夫商量了一阵，就把门打开

了。只见一个衣帽不整，满身血迹的士兵，走

进门来便跪下恳求道：“大哥大嫂，救救我！”

“你这是怎么啦？”“我们败啦！弟兄们

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下我一个。大哥要有

旧衣裳给我换一身吧，不然被那边抓去就

得杀头。”病人很是同情，就叫妻子找了一

身衣服给他换了。病人的妻子还把大兵换

下的军衣扔进了门外的水坑。

没过一会儿，一队人马杀来，把这家的

房子围住。一个带兵的头头凶狠地闯进

门，问道：“你家藏着外人没有？”“没有。”兵

头揪住妇女，又问：“那两个男人都是谁？”

“床上躺着的是我丈夫，他正闹病；这位

是请来的医生。你看，这不正在煎药吗？”

兵头一脚把药罐子踢翻，又命人把他

们三个拉到门外一通乱打。那伙当兵的趁

机一拥进屋，能拿的拿，能装的装，最后把

房子点着了火才走。

等这伙人走远，逃难的大兵帮着病人

的妻子把火扑灭，又抢救出了一些粗重家

具。然后，他哭着说：“大哥大嫂，你们为救

我受了害，太对不起了。”

病人说：“别提了，反正我这病也没法

治，活一天是一天吧！”

“你得了什么病？”

“浑身发热，手脚无力。”

“多长时间啦？”

“躺了整整一年。”

“请过医生没有？”

“请过好多位了，吃什么药也不好。”

落难的大兵走上前，按住病人的手腕

切脉。过了会儿，他说：“这病我能治。等

天亮了我去找药。”

第二天，大兵挖回几颗椭圆形叶子、开

紫褐色花朵的野草，说：“大嫂，你把根子洗

干净，煎了给大哥喝。然后照样多挖一些，

让大哥多吃几天，病准好。”

“谢谢你啦。”

“谢什么？多亏你们夫妻救了我。时

候不早，我得走啦！”

病人急忙说：“留个名字吧，以后咱们

当朋友来往。”

“我叫白威。只要不死，准来看你们，

以报救命之恩。”

说完，落难的大兵走了。病人的妻子煎

好了药，丈夫吃完觉得浑身舒服了许多。以

后，又连吃了一个月，他的病果真好了。

部队过后，逃难

的乡亲们陆续回村，见到病人气色红润，能

外出走走，都非常惊奇。问病人怎么好

的。病人说：“有个朋友送了药。”

“什么药？”

“就是这种草。”

“叫什么名字？”

“嗨，那他可没说。不过，他答应还来

看我的，到时候再问吧。”

可是，过了许多年，不知何故，白威始

终没来。为了纪念白威，就用他的名字称

呼他传的药草。“威”与“薇”读音一样，久而

久之，人们就把这种药草写成“白薇”了。

注释
【植物形态】多年生草本，根须状，茎直

立，常单一不分枝，被短柔毛，具白色乳

汁。叶对生，宽卵形至椭圆形，全缘，两面

均被白色绒毛，具短柄。伞形状聚伞花序，

腋生；花深紫色，直径 1～1.5cm，花萼 5 深

裂，被密细柔毛，花冠5深裂，副花冠裂片5，

与蕊柱几等长，并围绕于其顶端。雄蕊5；

花药顶端具圆形的膜片，花粉块每室1个，

下垂。蒴果单生，具多数顶有白色绢质毛

的种子。花期5～7月，果期6～8月。

【性味归经】苦咸，寒。入肺、胃、肾经。

【功效】清热，凉血。

【应用】治阴虚内热，风温灼热多眠，肺

热咳血，温疟，瘅疟，产后虚烦血厥，热淋，

血淋，风湿痛，瘰疬。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6～10g；或入

丸、散。

白薇的传说

白薇植物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