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俗 大 观

新县生育习俗

新县旧时特别重视生
育， 多生多育被视为人丁兴
旺的盛事，尤其喜欢生男孩，

故有“五子登科” “七子团
圆”“十子全福”等“多子多
福”的美好传说。旧例，凡生
第一胎婴儿，男方须立即向
岳丈家报喜，岳父母将早已
准备好的小孩衣物（名曰
“毛衫”）、 母鸡等交报喜人
带回。 婴儿“三朝”这天，岳
母以探视为名提筐往贺，并

告知娘家送“月礼”的具体
时间。 “三朝”要给小孩起乳
名，洗澡穿衣，因此三朝又
叫“洗三”。 “月礼”一般在婴
儿出生后的七至十天内送
到男方家里。 满月的当天或
第二天，产妇抱着婴儿走娘
家，名曰“吃满月盐”、产妇坐
月期间，禁止到别人家中去，

若进了谁家门槛， 将被视为
不吉利。

（据印象河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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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母观风景区

王母观风景区位于光山县城西南
30

公
里南向店乡的董湾村。 因千年道观、供奉“王
母娘娘”而得名。

王母观风景区主峰海拔
433.8

米， 垂直
落差

385

米，山体坡度
55°

，个别处到
75°

，面
积

28

平方公里，年平均气温
15.4℃

，年均日
照

1990

小时，年均降雨量
1205

毫米，水资
源丰富，无霜期

226

天，四季分明，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

景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植被
相当丰厚，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林中大树
高达

30

—

40

余米，小树也有
4

—

6

米，小树
之下是密密的荆棘丛， 自然形成了松树林、

枫树林、栎树林、竹林等，还有人工培植的茶

园、板栗林、擦树林、山茶林、杉树林、珍稀树
种皂角树、 紫檀树等都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 景区中仅龙潭峡内就有龙潭寺、龙潭瀑、

观音掌、点将岩等景点，王母观主峰因远远高
于其他主峰， 所以在主峰观看日出分外壮观，

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这时游客能体验出
比太阳还高的感觉，十分奇妙。 蝙蝠洞、盘龙
洞、听泉轩、嘴牙岭、响水潭、十八弯等景点则
环绕着罗沟村，构成了一幅天然风景画。

在主峰的北侧有一孔清泉， 称王母泉，

经地矿部河南中心试验室鉴定为天然矿泉
水，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如锂、

锶、锌、碘等，具有调节机理、治病、延年益寿
之功效。 （据光山县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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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子戏

嗨子戏是固始县一个具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地方民间
戏种。 嗨子戏（亦称“花篮戏”

“灯戏”“地扑笼子戏”“咳子
戏”），嗨子戏因在每句起腔前

先“嗨”或“咳嘛”后再唱而得
名的。是由当地灯歌演变发展
而成的民间戏曲，源于中原文
化和楚文化结合地———河南
省固始县，流行于固始周围的

淮滨、商城、潢川、息县、光山
等地，及安徽省沿淮地区的阜
南、阜阳、霍邱、寿县、颖上和
六安、金寨、凤台、怀远县等部
分地区。

嗨子戏为乡土小戏，没有
科班和专业剧团。由于该戏服
装道具简单，只需要两只精制
的花篮一挑就能赶集串乡流
动演出，因而群众叫它“花篮
戏”， 鉴于它的演出活动多和
“地灯”相连结，一般规律是白
天和傍晚玩“花会”（玩灯），晚
上下地场（指演嗨子戏），因此
当地群众又有叫“灯戏”的。由
于嗨子戏生活气息浓郁，表演
形式活泼， 唱腔音乐朴实优
美，加之唱、白均乡土语言，更
加具有浓厚的大别山地区特
色，因而为群众所喜爱。

（群艺）

春熙寺的传说

潢川人杰地灵， 出了不
少风流才子， 有名的如汉朝
郭宪、 晋朝胡冲、 元朝马祖
常、明代刘绘等。单是城东南
江家集、 一朝一下出了四个
大官员：贺天官、李吏部、周
进士、马翰林。

单说那李吏部，姓李，名
春熙，幼年丧父，跟他妈妈一
起种菜为生。 小春熙每天清
早到外捡粪， 娘儿俩日子过
得清苦。

有一天， 小春熙捡粪捡
累了， 一头倒在官道上睡着
了， 不一会儿， 县官从这路
过，坐在八抬大轿里，衙役鸣
锣开道，跟班的前呼后拥，见
一个小孩睡在路边， 三班六
皂，不由分说，抓过来就是一
顿打，又一顿臭骂才算了事。

小春熙被打得鼻青脸肿，一
瘸一拐地哭着回家跟他妈说
了，他妈一边给孩子洗伤口，

一边劝他说：“儿啊，别哭了，

是官刁死民，亏你是个孩子，

要是个大人挡了官道， 不打
死也脱层皮， 弄不好还坐牢
呢， 不老实就断你个图谋不
轨，杀头都管！ ”

小春熙说：“妈， 当官的
就不讲理吗？ ”他妈点点头。小
春熙说：“我也要当官”。他妈苦
笑一声说：“儿啊， 当官的是文
章做得好， 要念书才能去考
官。 ”春熙听说这话，就说：“我
不捡粪了，去念书，长大了去考
官做。”他妈伤心地跟他说：“儿
啊，那是有钱人家的事，俺们
穷，哪有钱供你念书呢？ ”

打那时候起， 小春熙就
懂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道理，每天捡粪都跑
到河对岸春秋寺门口趴着，

听先生教书，时间长了，教书

先生喜欢这孩子， 知道他家
没钱，上不起学，就不要钱叫
他来念书了。

一晃三个月， 有一天先
生考试， 小春熙居然一个字
也记不着，一句话也背不出，

枉费了先生心血， 教书先生
又气又恨， 拿着戒尺朝头就
打， 当时把春熙打得头破血
流。 这一打，打出了个好处，

把个捡粪小孩头里的愚血打
出来了， 打那以后， 一教就
会，过目不忘，学进去了，越
学劲越大，干脆不回家了，住
在寺院里，一边帮着干活，一
边念书。

小春熙睡在寺院里，三伏
天，也不出汗，也没蚊子咬，教
书先生觉得怪蹊跷。 这天，他
把春熙支派出去，自己睡在春
熙的竹簿上，刚刚躺下，就听
有人小声说：“快走啊，大人已
经睡了，快去打扇子去”。

一会儿， 不知从哪儿蹦
出来许多小人， 都是一尺多
高，穿的衣裳另模另样的，一
人手里拿一把扇子，叽哩咕噜
地说着话，围在床四周，一齐
向先生打扇子，先生只试着凉
风习习，满身清爽，舒坦地闭
上眼。 没多一会儿，就听其中
一个小人说：“错了， 别扇了，

这不是大人，是老师，快走吧，

走吧”！ 一群小人叽哩咕噜一
会儿就跑不见了。 不一会儿，

又热，蚊子又咬，先生明白了，

这个小春熙将来有大出息。从
此，先生尽力教诲他。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
十年过去了， 李春熙果然考
中状元，后来官拜吏部尚书，

回乡省亲， 修了春秋寺。 后
来，人们把这个寺院就叫“春
熙寺”。 （据潢川县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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