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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山有石仙，
通真烟霞客。
物外道遥游，
不作平泉石。
早在 1693 年，即康熙三十二年，王德阔在其主撰的《康熙

清平县续志》中就曾对石仙山吟诗盛赞。
就我个人而言，提起石仙山是再熟悉不过了。石仙山很

小很小，小到地图上无法找到，石仙山又很大很大，大到我的
梦里总是装不下。不管是幼年时随父母去炉山镇上赶场，还
是年少离家求学，抑或是后来外出工作，从老家出发，沿着那
条唯一通向外界的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途经虎场坡-苦里
井-小风洞，每次经过石仙山脚下，总会驻足停留，仰望这充满
传奇色彩和自带仙气的神圣之地。

石仙山坐落于炉山镇西北部，总面积约 630 余公顷，素有
“天然氧吧”美称，2005 年获“省级森林公园”称号。关于石仙
山名字的由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在很久以
前，一位母亲外出途中不幸被恶虎残害，家中三姊妹四处找寻
而不得，终日在山顶啼哭等待，长年累月，即使哭瞎了双眼也
始终坚持在山顶盼母亲归来，三姊妹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最终
于山顶羽化登仙，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姊妹故将此山取名为

“石仙山”。
其实，作为旧时清平十景之一，关于石仙山的历史记载屡

见不鲜，很多文人墨客对其更是赞誉有加。民国初年，清平县
首任县令张景森在其任职期间游石仙山后诗兴大发，有诗为证：“三石崖崖雅似
仙，不知名姓不知年。如何绝少飞升日，只结天花瓣妍明。”在炉山清平古镇的
卫城遗址亦有《仙石飞花》：“可怪三仙石，联成一树花。何时离上界，到此结奇
葩。鼎足形相当，枝头色变差。他山曾有石，千古老烟霞。”而在《清平县志》中
对石仙山更是有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石仙山，城北三里，山顶有三石屹立如
人。山巅见炉峰，前明蔡参议潮平，炉山苗尝登焉，上有蔡生祠遗址，僧如茂拓
建梵刹，种佳树，遂为城北巨观……”据考证，明洪武年间，清平堡曾迁于此，蔡
生祠遗址，即原清平堡遗址。由此可见石仙山的历史文化底蕴。

石仙山最热闹的时候，要数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即一年一度
的石仙山“爬坡节”。据民间传说，农历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吸引
着附近乡镇的人们纷至沓来，场面盛大，万人空巷。更有麻江、福泉、黄平等县慕
名而来的善男信女，到光明寺敬香，祈愿家庭和睦、风调雨顺、事业兴旺。

当然，光明寺里供奉的可不止观世音菩萨。作为凯里地区不可多见的百年
古刹，如今的光明寺建有大雄宝殿、观音殿、弥勒殿、财神殿、山门、斋堂、僧寮
房、长廊等建筑。供奉泥塑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弥勒佛、观音菩萨、文殊菩
萨、财神、唐僧、齐天大圣、天蓬元帅、沙僧以及精忠报国的岳飞和桃园三结义里
的关羽等圣像。正是有了众多的佛仙庇佑，前来烧香拜佛、许愿还愿、观光旅游
的人们络绎不绝，数百年来香火不断。

在石仙山“爬坡节”举行的斗牛、斗狗、斗鸡、斗鸟、山歌、赛马等一系列民俗
活动中，当数斗牛最为隆重了。

石仙山斗牛文化历史悠久，牛主人们对自家饲养的斗牛是出了名的好，夏天
有蚊帐，冬天有毯子，每每开战前是鸡蛋黄豆玉米管够。斗牛开始，随着裁判一声
令下，双方主人在相距十来米外同时放开牛绳，脱缰的斗牛扬起四蹄箭一般的朝
对方猛撞去，只听见“噗”一声闷响，刹那间，大战一触即发，碰、顶、撞、扣、撬，十八
般武艺尽数使出。场上斗得激烈，场下的观众一刻也没闲着，个别胆大的不顾现
场工作人员的劝阻，径直跑到斗牛场中央近距离观看，胆小的则躲到树丛中，甚至
还有爬上树杈上紧紧抱住树干观看的，而绝大多数观众则把斗牛场围得水泄不
通，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头都占了。斗到精彩之处，口哨声、呐喊
声、锣鼓声此起彼伏。若遇两牛长时间对峙，迟迟没有进攻时，牛主人会急得犹如
热锅上的蚂蚁，有用竹条抽牛的，有用手使劲推牛的，有牵牛鼻子的，恨不得立刻
化身为斗牛，出其不意直击对方软肋，一招制胜而结束战斗。

正所谓成王败寇，每一届的牛王诞生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牛主人把锦旗披
在牛王身上，与众亲朋好友簇拥着牛王绕场一圈致谢，然后在祝贺的鞭炮声中
扬长而去，活动圆满落幕，石仙山又回归往日的平静。

来到石仙山，十仙洞是必去之地。从光明寺往上走，数百米后，便会看到半
山腰上有一个山洞，沿着山洞口的石阶而下，转角处有一口古井，名曰：永安
泉。高山有好水，古井冬暖夏凉，水质清澈，常年不枯，数百年来为居住在光明
寺的僧人们提供生活饮用水源。凡是走到此地的人都会躬下来身来喝一口山
泉，一来是解除旅途中的舟车劳顿，二来是祈求平安健康，好运连连。顺着永安
泉直下，便是十仙洞，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地方不大，能见度低。相传
较早前，洞里面只住着两个神仙，他俩从何而来，姓甚名谁，因年代久远，已不得
而知，后邀请到了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何
仙姑等这八位家喻户晓的神仙入住仙洞，才有了现在的十仙洞。

八仙的故事，曾陪伴着我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我家隔壁的大哥哥从部队光荣退伍回乡，带来了全村第一台 13 英

寸的黑白电视机。夜幕降临后，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吃过晚饭后便去看电视，
不一会儿，电视机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场面，像极了观看露天电影。我记得，那
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正是《八仙过海》。对于村里绝大多数人来说，电视机可是
个稀奇玩意儿，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回地围着电视机转，老是想不通电
视屏幕里的“八仙”是从哪钻进去的，又是从哪消失的。当然，最开心的还数小
孩子，这电视机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大师，结局总是让人猜不着。

主人家特别宅心仁厚，一开始是将电视机摆放在堂屋的，但由于来看电视的
人越来越多，场地已经严重不足，无奈之下，便将电视机放在了大门外，不曾想，
这一摆就是好多年，无论严寒酷暑，丝毫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特别是在大雨中
观看《八仙过海》的那个场景仿佛还是昨天。当晚雨下得特别大，主人家本打算
关电视的，但看到场坝上戴斗篷的，打油伞的，穿雨衣的，甚至还有头顶锅盖来
的，主人家不忍心，于是，电视剧《八仙过海》里“八仙斗龙王”的精彩环节便在大
雨中播放，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但那晚还发生了一件事，村里一个偷牛盗马的
坏人突然消失了，听村里老人们传说，他是坏事做尽，“八仙显灵”，将他收了
去。直到多年后他刑满释放，从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我才明白事情的来
龙去脉。原来，公安人员对那坏人已实施了好几次抓捕，因其反侦察能力较强，
都被他侥幸逃脱，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是个十足的“电视迷”，已经东躲西藏好
几个月的他，那晚还是控制不了，认为雨大警察不会来，他趁着大雨悄悄混进人
群中观看《八仙过海》，电视剧的大结局没看到，等待他的是一双冰凉的手铐。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终还是被蹲守的公安人员给带走了。

也正是打那时起，我心里就一直认为“八仙”是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化身。
石仙山的最高处便是三仙峰了。信步走进山顶的观光亭、极目远眺，巍巍香

炉山依稀可见。炉山集镇也尽收眼底，如今的炉山镇正沐浴着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春风，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拔地而起，古老的清平县衙，再也找不到它最初的
模样。昔日的炉山国营农场、五里桥村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开足马力，
后发赶超的炉山工业园区。脚下光明寺那极具感染力的梵音在这郁郁葱葱的
松林间久久回荡。此时此刻，远离城市的喧嚣，登高望远竟是如此的奇妙，一缕
缕微风拂过，令人倍感心旷神怡，万千感慨，有道是：

前明仙山今犹在，
古刹梵音渡凡尘。
山巅遥望炉峰见，
斗转星移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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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江 苗 寨 欢 度“ 苗 年 节 ”
○ 通讯员 侯天智

11 月 15 日至 22 日，是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同胞的民族传统节
日“苗年节”。为提升景区文化内涵，丰富节日活动氛围，增进各民族之
间的团结友爱。西江景区以“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体验独特苗年文化”
为主题，举办系列民间传统活动欢度“苗年节”。

11 月 18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嘎歌苗族银饰大巡游”苗族风情
文化展演活动在西江苗寨隆重上演，活动场面极为壮观，热闹非凡，近

万游客纷纷拿起手机、相机记录每个精彩瞬间，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亲身感受苗族这一独特的节日文化氛围。整个西江景区洋溢着浓浓的
传统“苗年”味，一时间，西江千户苗寨变成了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据悉，今年“苗年节”活动期间，西江千户苗寨利用景区丰富的苗族
文化资源，推出“苗族非遗文化大巡游”“嘎歌苗族银饰大巡游”、原生态
苗族芦笙舞等体验活动。

石仙山光明寺石仙山光明寺

偶然走进新化寨这个屯堡文化浓厚的寨子，是
我这次旅途中意想不到的。10 月 6 日中午，我游锦
屏隆里古城出来后，开车沿 850 县道闲逛，偶然一
瞥，公路边不远有处树木葱茏的山包，树上有几只
白鹭在翻飞，葱茏的古树下不经意露出一个古老
的村落。不知是先有村庄后有古树，还是先有古
树后有村庄，我历来对古老的村落有一种好奇心，
带着这份好奇心，我果断驾车驶向村中。正是这
份好奇心，我才得以走进这个古朴神秘的村落——
新化寨。

把车停在村边，拿着相机走向村中。寨子建在
一处山岗上，房屋层层叠叠，木房与砖瓦洋房交相
辉映。正午的阳光正亲吻这片土地，虽是秋天，但
天气还很热，走不了几步，汗水就从额头滴了下
来。突然，一些东西触动了我的心灵：受岁月风雨
浸润，坍塌半边又长满野草蓬刺的窨子屋，只剩一
道门梁和一面封火墙的房屋，门楣上写着“耕读世
第”的老房子，青石条砌成而又芳草萋萋的老屋
基，装饰精美而有些老旧的祠堂……无不昭示着这
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村落。

在村中一条小巷的深处，遇到一位坐在门口乘
凉的老人。我赶忙递烟上前和他攀谈起来。他看
我拿着相机，问我来做哪样？我说我是来玩的，想
了解了解这个村庄的历史。老人热情地拿板凳出
来让我坐。说到新化的历史，老人露出骄傲的神
色。老人猛吸一口烟，烟雾慢慢从鼻孔中飘出，话
也慢慢从老人口中缓缓说出：“别看现在的新化偏
离锦屏。殊不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方土地曾主

宰了锦屏县几百年，故有‘先有新化后有锦屏’之
说哩！”

老人说，唐宋时期新化这个地方就有苗人居
住。唐宋时称为“新溪”，到了元朝叫“新洞”，明朝
洪 武 年 间 始 定 名 为“ 新 化 ”，意 即“ 新 近 王 化 之
地”。虽然早在唐朝武德七年（624 年），朝廷在离
新化不远的隆里设“龙标县”，而“龙标县”管辖的
地区小得可怜，当时的新化还是一片不受王化之
地。到了元朝，为了有效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推行了土司制度。元至治二年（1322 年）置新化蛮
夷长官司，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理部族事务，新
化蛮夷长官司治于今新化乡新化司村。元朝灭亡
后，明朝沿用了元朝的土司制度。明洪武三年
（1370 年），在亮江流域，设湖耳、亮寨、新化、欧阳
四个蛮夷长官司。继续加强对这一地区少数民族
的管理。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永乐皇帝朱棣
有感于黔中蛮夷之地民风剽悍，不闻圣听，便一纸
诏书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荆蛮之地新化兴建新化
府城（府衙设于今新化乡新化所村），府衙有知府
一人，管全府政务，属正四品。属贵州布政司。新
化府是锦屏县境最早也是唯一设置府的行政机
构。新化府下辖湖耳、亮寨、新化、欧阳、龙里、林
中验洞、赤溪湳洞 7 个蛮夷长官司和新化、隆里、平
茶 3 个守御千户所。二十年后（1434 年）新化府因
地狭人稀遂撤府建新化千户所并入黎平府，与平
茶所、隆里所一起从属五开卫拱卫黎平。从老人
的叙述中，可见新化这片土地在历史特定时期，曾
有重兵把守，有过辉煌的历史。

新化蛮夷长官司、新化府、新化千户所到现在
的新化乡，在历史的长河中，新化在不断地发展变
化着。

新化寨现在是苗汉杂居。苗族是当地土著，
苗族究竟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多久，由于苗族没
有文字记载，具体时间已经不可考证。而在新化
寨，汉族在村中建有宗祠，有自己的族谱记载，迁
入的时间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在村中走访，欧、
杨两姓始祖于明朝成化年间，随军由江西、山东
平蛮到湖耳，后由湖耳入新化屯田，立寨定居于
此。在长期的交往中，一部分苗族人学习汉民族
先进文化与技术，从生产生活到建筑，有明显的
汉化倾向。

军屯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
碰撞融合。新化的军屯士兵大都是从中原地区征
召而来，他们在中原地区农闲时有很多娱乐活动，
来到如此荒野之地，除了打仗就是种田，然后是没
完没了地训练，那也太腻歪了。困则生变，在烦闷
之余，他们想起以前在家乡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不禁魂牵梦萦，于是曾经只在中原地区流行
的耍龙、舞狮、唱戏等文化娱乐方式渐渐在军屯中
悄然兴起。因军人的阳刚之气使然，新化所屯堡
军人对粗犷勇武、刚毅剽悍、腾挪飞旋的北派舞狮
格外情有独钟。此种娱乐健身方式在劳动之余，
组织几个人就能舞出一片精彩。尤其在军事训练
当中最有效，既能强身健体，又可训练协同作战，
还可娱情怡志。因而那时有“新化军户凡男丁皆
能舞狮”的盛况。

刀光剑影的历史已经远去，新化寨留下来的军
屯遗迹只剩残砖破瓦。中原文化悄悄在这片土地
上生根发芽，这些文化被继承与发展，与时俱进，
比如极具观赏性的新化舞狮文化，在新时代里，已
经成为锦屏县的一张旅游名片。2007 年，新化乡
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舞狮文化艺术之乡”。

走出新化寨，夕阳已映照在寨子的山岗上，古
树、村庄、新修的砖瓦洋房、废弃土墙……在光与
影交织中闪耀着历史流年的色彩。岁月流逝，社
会在变迁，那些屯兵后裔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中原故土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故土已模糊，
回不去了。那就留下一些念想，把中原文化或习
俗融入生活之中。那些写着“耕读第”“三槐第”

“苏湖第”的门廷，那些富有中原文化韵味的宗祠
文化，还有舞狮、唱戏文化，是否在无声告诉后人，
不要忘记祖先遥远的中原故土呢？

在归途的汽车上，我不禁回头遥望渐行渐远的
新化寨，如果不进入新化，谁能想到这个古树掩映
的村落，竟是封建王朝驻扎苗疆的军事屯堡？车
窗外，亮江在我车前时隐时现，河畔那些独具中原
文化烙印的乡村不断在我眼前呈现：新化、雷屯、
亮司……这些隐藏在贵州高原深处却独具中原文
化韵味的乡村景致，让我想到遥远的江南。在贵
州高原东部边缘莽莽林海之间，有这样一片独具
中原文化特色的天地景致，应该能勾起不少人对
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追忆吧！

新化寨：亮江河畔的美丽乡愁
○ 文/张文杰 图/李必祥

新化寨中残存的三馀巷新化寨中残存的三馀巷

锦屏县新化寨全景锦屏县新化寨全景

苗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度苗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度““苗年节苗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