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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娘谷的传说
在电白罗坑鹅凰嶂山脉东部范围，有大娘山、二娘

山、三娘山三座大山，统称望夫山，传说是由三位美丽
的仙女衍变而成。山下有一个终年云雾缭绕的神秘深
谷，森林茂密，奇石峦叠，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当地人
称为“仙娘谷”，并一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天庭上有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娘，来
到凡间“仙娘谷”这片美丽的山谷，看上这片迷人美景，
便扮成一个村姑的模样，决意在此过上一段日子。她
用法术变好了石屋、石井等一应衣食住行的东西，正式
安了家。

话说附近有位姓杨的小伙，长得英俊潇洒，为人勤
劳朴实，乐于助人，是村中口碑最好的后生。仙娘看在
眼里，便对小伙暗生情愫。不久，两人便结成了一对恩
爱夫妻。三年后，他们便先后生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小
仙女。

几年过去后，由于这里人多地少，原来的生产生活
方式已远远无法满足村民所需。于是，仙娘便心生悲
悯，想办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于是，仙娘从天庭上带来几袋神奇的种子回到山
谷中，告诉山民：“这是棉花、黄麻、饭豆、黄豆、绿豆、番
薯、芋头等作物的种子，棉花可做成被子御寒，黄麻可
纺线织布做蚊帐、衣裳，也可以拿到外面卖钱换取其它
有用的东西，其他农作物则可以作为粮食充饥。”村民
一听都高兴极了，赶紧趁着春天的大好时节播下了种
子和希望。

不久，地里的庄稼长得绿油油一片，丰收在望。仙
娘看到这一切，心里特别高兴，于是便决定带着三个小
仙女回天庭一趟。

但天有不测风云。自仙娘母女走后，这一带却遭
遇了严重干旱，山上已两个多月没下雨了，仙娘用的石
井和山溪也都干涸了，猛烈的太阳把庄稼晒得低下了
头。心急如焚的村民眼看地里的庄稼快要枯死了，赶
紧四出寻找水源。

正在村民快要绝望之际，仙娘带着三个小仙女突
然现身了！只见她们来到一块平整的巨石之上，一面
翩翩起舞，一面唱着动听的歌声。顿时，整个山谷仙乐
齐鸣、歌声缭绕、仙气回荡。不一会，人们就看到巨石
下面冒出几缕青烟，接着石头上就喷涌出一股股白花
花的清泉。看着清澈的泉水，村民大喊：“仙娘送水来
了，庄稼有救了！”

村民都纷纷出来感谢仙娘母女的庇佑和恩赐。于
是，众人劏鸡杀鸭，拿来家里最好的菜式来招待他们的
救命恩人。母女四人在村民的热情招待和挽留下，都
乐而忘返，于是便决定继续在这里安顿下来，与众村民
共同生活。从此，这里便被村民称为“仙娘谷”。

不久，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山上这一片片的棉花树
上挂满了又大又白的棉花，地里的其它庄稼也是大获
丰收。仙娘母女教会村民弹棉花、织布衣，发展农业生
产。加上“仙娘泉”再也没有断流过，从此，这里的村民
日子过得十分富足，生活也一年好过一年。

然而，天庭一日，地下一年。玉帝知道仙娘带仙女
下凡间一直没有回来，便派雷神带领天兵天将下凡间
寻找。但仙娘母女已习惯了凡间生活，并不情愿跟随
雷神回天庭。于是她们与雷神带来的天兵天将展开激
战，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激战中，三仙女为帮
助仙母，立马变成了三座大山阻挡雷神的攻击。霎时，
大仙女那座山越升越高，二仙女和三仙女见状也当仁
不让，也把山头急速升高，眼看二仙女那座山都超过大
仙女的那座山了，如果让这三座山继续升高，岂不顶到
天庭去了？于是雷神急了，一锤将二仙女那座山劈将
下来，一下就将山顶削去了三分之一！三仙女见状，只
好停止升高。母女四人在雷神的高压下，只好回天庭
去了。

但三仙女变成的三座山，当地的人们后来便分别
称作大娘山、二娘山和三娘山。如今二娘山比大娘山
高出几十米并在山顶上被削去了一部分，那是雷神劈
将下来的缘故。而大娘山上现存的“望夫石”，此石更
有一段动人的“登山望海盼夫归、年长月久化坚石”等
传说，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生活在仙娘谷的村民，世代都没有忘记仙娘母女
的恩赐。她们在巨石上留下的仙人脚印，人们称作“仙
脚石”；仙娘留下的石井，人们称作“仙娘井”；巨石多处
源源不断流出的清泉，人们都称作“仙娘泉”（天然矿泉
水）；仙娘和仙女多处沐浴更衣的仙塘，人们都称作“仙
娘浴”；仙娘母女住宿的地方，人们称作“仙娘秘
境”……村民在山上建起了一座庙宇，名叫“仙娘庙”，
每月的初一、十五日都会备好三牲香纸拜祭，以感谢仙
娘母女带给他们的美满幸福生活。一代代流传下来的
故事传承，成了“仙娘谷”这地方的精神符号，激励着人
民勇于面对困难、追求美好梦想和幸福生活。

（吴望星、吴东红 搜集整理）

近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编
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广东丛书》
之《茂名红色地图》一书正式发行。

《茂名红色地图》由广东省作协会员、茂
名市作协副秘书长朱琳编著。全书 12.25万
字，收录了茂名市 5个行政区的 19处红色遗
址，内容涵盖我市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重
大事件、历史发生地、英雄人物、动人故事、
革命精神等，生动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茂名
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不怕流血牺牲的
英雄气概。

《茂名红色地图》一书是由广东省委宣
传部组织编纂的 21 本《红色广东丛书》系列
之一。虽以“地图”立名，实际上是根据历史
记载、田野调查资料，围绕当地具有重要历
史文化价值的革命遗址，配以实景照片、历
史图片和手绘图，讲述宏大历史叙事下的微
观革命事件和动人故事。

据悉，作者在编著过程中，除了阅读大
量革命史料外，还深入实地采访考察全市60
多处红色遗址。

《茂名红色地图》一书由“遗址简介”“红
色回响”“动人故事”三部分内容单独成篇，
据 2015 年发行的《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茂
名市）》，全市革命遗址 200 多个。2019 年进
行革命遗址普查，仅化州市就有革命遗址
308 个。对照我市各区、县级市党史研究室
新出版的“红色革命遗址通览”，作者筛选了
60 多个具有代表性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参
观，最远的驱车几小时，去到广西边界。考
察过程中还对个别战斗幸存者进行了采访。

对于一些重新修缮布展的革命遗址，为
了掌握最新情况，作者多次前往反复考察。
如茂南抗日武装起义陈列展、中共茂电信工
委——高圳车活动旧址、中共化县支部暨化
县农民协会总部遗址、朱也赤烈士墓等等。

《茂名红色地图》在编著过程中得到茂
名市委宣传部，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
茂名日报社，茂南区委、电白区委、信宜市
委、高州市委、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茂名市
老促会的大力支持，该书从 2020 年开始编
撰，几易其稿，历时三年，于今年出版发行。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柯丽云）

《茂名红色地图》正式出版发行
收录我市19处红色遗址

高凉这个地名源于何时呢？根据《汉
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记载：“合
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莽曰
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
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
有关。莽曰桓亭。临允，牢水北入高要入
郁，过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朱
卢，都尉治。”可以通过历史记录知道，高凉
初建立是西汉合浦郡下面的一个县。

高凉郡这地名源于何时呢？根据《晋
书·卷十五·志第五》中记载：“元帝初元三
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
立城郭置井邑……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
曰高凉。”同时根据《万历·高州府志·之七·
纪事》中记载：“汉朝建宁元年春改高兴郡为
高凉。”也就是明确在东汉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就有了高凉郡这一地名。也就是西
汉有高凉县，东汉有高凉郡。

西汉和东汉把高凉县分别设置在何

处？在南北朝宋代（公元 420-479 年）《宋
书·卷三十八·志第二十八·州郡四》中记载：

“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
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县，不知何时
徙。”

在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
五》中记载：“废潘州今府（现高州市城区）
治。高凉山府东北九十里。旧属电白县，后
改今属。《志》云：山本名高梁，群峰并耸，盛暑
如秋，故改梁为凉。汉建安十六年，衡毅、钱博
拒步骘于高要峡，毅死，博与其属亡于高凉，盖
即此山云。或云汉高凉县盖置于山下。”

在此书同一卷的另一段记载：“古百越
地。秦为南海郡地。汉初属越国，武帝时属
合浦郡。后汉因之，建安末，析置高凉郡治
高凉县。三国吴又置高兴郡治广化县，今与
故高凉县俱见肇庆府阳江县。”

再根据《晋书·卷三十八·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中记载：“高凉郡吴置。统县三，户

二千。安宁、高凉、思平。高兴郡吴置。统
县五，户一千二百。广化、海安 化平、黄阳、
西平。”

从这三本历史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西汉的高凉县是设置在现在高州市的东北
九十里，到了东汉末，在原合浦郡中析置一
个新的高凉郡和高凉县，此高凉县不在原高
凉县治地，到了三国的吴国时期，把高凉郡
分成了高凉郡和高兴郡，而新析置高凉郡，
先是迁到思平县，后在晋代（公元 266-420
年）迁徙到安宁县。下辖的汉末旧高凉县设
置在清代的肇庆府阳江县境内（现在粤中地
区）。

根据以上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
汉代初设的高凉县在现在高州市境内，也就
是高凉地名的起源地。

高凉郡、高凉县这两个治所在历朝历代
的历史记录中，在不同一个地区都曾设置，
到隋代又设置到了现在高州市境内。

高凉地名起源地
■李劲

白露·诗词
诗经诗经··蒹蒹葭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玉玉阶阶怨怨
唐·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月夜忆月夜忆舍舍弟弟
唐·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南柯子南柯子··十十里里青山青山远远
宋·仲殊

十里青山十里青山远远，，潮平路带潮平路带
沙沙。。数声啼鸟怨年华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又是凄
凉时候凉时候，，在天涯在天涯。。

白露收残月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清风散晓
霞霞。。绿杨堤畔问荷花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记得年
时沽酒时沽酒，，那人家那人家？？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这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

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重要节令。
白露至，凉风起。白露时节，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早晚的温差较大，

晚上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明显地感觉到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

白露·三候
一候鸿雁来。鸿为大，

雁为小。秋日渐成格局，天
气转凉，鸿雁从北方飞向南
方，以躲避寒冬。

二候玄鸟归。玄鸟即
燕子，燕子春分时从北方飞
来，秋分将至，凉风习习，露
重枝湿，它们就该走了。燕
子乃北方之鸟，故曰归。

三候群鸟养羞。羞，就
是美食。百鸟感知到秋天
的肃杀之气，纷纷储备食物
准备过冬，如藏珍馔。

收清露

我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清
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
饴，令人延年不饥。”“百花上露，令人
好颜色”。因此，收清露成为白露最特
别的一种“仪式”。

吃番薯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甘薯
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民间认为
白露吃番薯可使饭后不会发胃酸，故
旧时农家在白露节以吃番薯为习。

吃龙眼

民间认为在白露这一天吃龙
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因为龙眼
本身就有益气补脾、养血安神、
润肤美容等多种功效，还可以治
疗贫血、失眠、神经衰弱等多种
疾病。

喝白露茶

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
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
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生长的极好
时期。

白露·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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