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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名传说故事，既是民间传说故事，又是地名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旅游胜地的地名故事，还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名传说故事，是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关系的形象化、人格化，体现了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
然地貌、人与人文景观的融合。
　　地名故事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神话故事、怪异故事、名人故事、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宗教故事
，等等。
　　本书选录地名传说故事406则，根据地名传说故事的特点，分为三编。
以村名传说故事为重点，村名传说故事212则，约占52.2%。
　　第一编，自然地貌名称传说故事，52则，其中包括山和水名称的传说故事。
与山有关的传说故事41则，分别为山名20则，岭名5则，山洞名5则，岩石名5则，峰名4则，网名l则，
峡名1则。
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11则，分别为江名2则，河名l则，湖名3则，溪名2则，塘名1则，溇名1则，渊名1
则。
　　第二编，人文景观名称传说故事，298则，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村、乡、镇、城名称传说故事235
则，其中村名传说故事212则；二是巷、里、弄名称传说13则；三是路、街、桥名称传说33则；四是其
他人文景观名称传说故事17则，其中包括庵名、寺名、庙名、观名、塔名、亭名、园名、堤名、冢名
、牌坊名、楼名的传说故事。
　　第三编，区域性、主题式地名传说故事集合，56则，其中包括区域性地名传说故事集合34则，区
域地名在一个传说故事中集合10则，主题式地名传说故事集合12则。
区域性地名传说故事集合，指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类别地名传说故事集合，或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类
别地名在一个传说故事中的集合。
第二编长兴、嵊州市村名传说故事集合，只是一个类别地名（村名）的集合，而第三编是两个类别或
两个以上类别地名的集合。
如《题扇桥和躲婆弄的传说》，是桥名和弄名的传说，桥与弄相连，传说的人物王羲之和老姥相连。
两个地名的传说有因果关系，故编在一起。
其中，海岛的传说故事甚为丰富，神话故事、童话故事、佛教故事十分精彩。
主题式地名传说故事集合，是以名人故事为主题的，是与岳飞、汤显祖等相关的地名传说。
　　本书编排体例、地名故事的分类是原创的，既对地名故事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清晰梳理，又显
现了地名故事的博大恢宏。
　　本书主要是面向农村读者编写的普及地名文化的读物。
衷心感谢讲述、搜集整理、编辑地名传说故事的工作者及地名网站工作者。
李立、李拉、吴亲江、陈羽、汪华等同志参加了本书材料搜集整理工作。
　　错讹、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裘樟鑫　　2011年端午节于杨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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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名传说故事，既是民间传说故事，又是地名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旅游胜地的地名故事，还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裘樟鑫和于能编写的《农村地名传说故事》编排体例、地名故事的分类是原创的，既对地名故事内在
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清晰梳理，《农村地名传说故事》又显现了地名故事的博大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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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天，秦始皇在阿房宫降了一道圣旨：要文武百官为他寻找长生药。
圣旨下来，大臣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只有老奸巨猾的赵高不慌不忙地闪了出来，伏在金銮殿上，山呼万岁，口称：“小臣听说确确实实有
一种灵丹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秦始皇一听，赶紧从龙椅上站起来：“赵爱卿，你说的长生药叫啥名字？
”“启禀皇上：长生药叫何首乌。
”众大臣一听长生药就是何首乌，都忍不住掩面嗤笑：何首乌是一种普通草药，怎么倒成了长生药啦
。
秦始皇也明白这一层意思。
不过，赵高是他最宠信的大臣，觉得赵高不会欺骗他。
果然，赵高又头头是道地解释起来：“皇上，这何首乌是上天赐给皇上的珍宝，脑袋像捉老鼠的狸猫
，身子像偷仙桃的猴子，跑起来一阵风，跳起来百丈高啊。
”秦始皇半信半疑：“噢，世上还有会跑会跳的何首乌？
”“皇上，小臣岂敢信口雌黄。
昨夜，小臣就亲眼目睹何首乌哩。
”“在何处？
”“御花园。
⋯‘为何不把它逮住？
”“皇上，何首乌乃是上天赐给皇上的，只有皇上才有福分得到它。
小臣凡夫俗子，哪能逮住它呢？
”秦始皇听了，龙心大悦，急忙又下一道圣旨：“今夜，文武百官一起在御花园焚香祭天，等候何首
乌降临。
”　　到了黄昏，御花园里灯烛辉煌，香烟缭绕。
秦始皇率领文武百宫参拜上天。
谁知一直等到三更天，连何首乌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众人的眼皮都忍不住打起架来了，脑袋一颤一颤的像老母鸡啄米。
秦始皇尽管虔诚，也打起呵欠来，只有赵高挺胸凸肚，两只眼睛睁得溜圆。
突然赵高一声叫：“何酋乌！
”这一声“何首乌”，把众人的瞌睡都赶走了，一个个睁大眼睛，张大嘴巴问：“在哪里？
在哪里？
”秦始皇更是劲头十足，一把拖住赵高的袖子：“在哪里？
”“喏，喏！
”赵高一指御花园的花墙，连声回答。
不知是秦始皇眼花，还是求长生药心切，朝花墙那边一望，果然看见一只猫不像猫，猴子不像猴子的
动物，趴在花墙上，一对眼睛还闪闪发光哩。
“逮住它！
”秦始皇一声令下，文武百官一齐向何首乌赶了过去。
“扑”的一声，何首乌跳F花墙，跑了。
“给我追！
追！
”秦始皇又叫了起来。
文武百官又一齐追了过去。
　　何首乌跑出御花园，秦始皇领着文武百官追出了御花园；何首乌跑出阿房宫，秦始皇领着文武百
官追出了阿房宫，何首乌跑出了咸阳城，秦始皇领着文武百官追出了咸阳城。
　　就这样，何首乌在前面跑，秦始皇和文武百官在后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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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呀，追呀！
追呀，跑呀。
说来也真怪，何首乌总在前面跑，有时还好像在等候秦始皇去逮它。
可是秦始皇一赶上去，它又往前跑了，双方总是有两三百步远。
秦始皇吃饭，何首乌等在前边吃果子。
秦始皇睡觉，何首乌在前边树上睡觉。
秦始皇做梦，何首乌也在他梦中蹦呀，跳呀，跑呀⋯⋯　　“追！
”秦始皇在梦中大叫一声，马车就载着他和文武百官向前追去。
　　追呀，跑呀，一直追到浙江海盐县境内。
　　忽然间，何首乌身子一扭，朝海滩跑去，秦始皇连忙跳下马车赶上去。
何首乌撒开四只脚在沙滩上飞跑了一段路，“啪”一声跳上岩石，抄着小路，朝山上跑去。
秦始皇岂敢怠慢，也紧紧跟上山，抬眼一看，只见何首乌在半山腰里一块平地上坐着，不觉大喜，抢
上前，来到何首乌面前，正要伸手去抓，却见何首乌身子闪动一下，遁去了。
秦始皇一惊，连忙擦擦眼睛，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何首乌坐的地方有一个小洞。
“哈哈哈，这一回你还逃得出我的手掌？
！
”秦始皇大笑着，“扑”一声坐住小洞口，不慌不忙下了一道圣旨：挖洞！
　　哪里晓得，校尉们挖了三天三夜，连何首乌的影子也没见着。
洞太深？
不是。
原来是洞太高了——从半山腰一直通到山顶。
等到秦始皇爬到山顶，只见何首乌已跃上五彩云端，飘飘悠悠去了。
“天绝孤也！
”秦始皇大叫一声，脑袋“嗡”地一响，双脚一软，从山顶像西瓜一样，“骨碌碌”滚到半山腰那块
平地上。
文武百官慌忙赶去保驾。
还好，皇上只是跌得鼻青脸肿，总算保住性命。
　　后人在那座山上建造了一座庙宇，庙中塑了秦始皇的金身。
这座庙就叫秦始皇庙。
那座山就叫做秦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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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名传说故事，是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关系的形象化、人格化，体现了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
然地貌、人与人文景观的融合。
　　地名故事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神话故事、怪异故事、名人故事、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宗教故事
，等等。
　　《农村地名传说故事》选录地名传说故事406则，根据地名传说故事的特点，分为三编。
以村名传说故事为重点，村名传说故事212则，约占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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