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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南麓大冶镇北五里庙
东，长岭山南坡有一山崖，山崖
上有一巨石，老百姓称为禹影
石，又叫蛟王石，据传这是大禹
治水时留下来的。

传说 4000 多年前，大冶一
带是一湖黄汤，洪水泛滥，波浪
翻滚，老百姓都逃到了大冶四
周的大山上。长岭山当时被洪
水包围，成了一座孤岛，山上也
住满了百姓。大禹看到老百姓
忍饥挨饿，小孩们更是嗷嗷待
哺，不由得伤心落泪，于是就带
领治水大军从嵩山来到大冶。
大禹勘察地形后，决定在香山
中间劈山凿石，将洪水尽早排
泄到下游。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的奋战，终于凿开了界河口，洪
水滔滔直下，大冶的大部分地
面都露了出来，老百姓们欢欣
鼓舞，大部分都重返家园。

可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
至，长岭山北麓沁水一带的洪
水又倒流至大冶，大冶一带的
人民仍不能安居乐业。大禹看
到这种情况，眉头紧皱，考虑根
治大冶的水患。打蛇找七寸，
洪水来自沁水，就要解决沁水
一带洪水的出路。大禹就站在
长岭山往北眺望，他发现土门
一带可以排洪，但手下的军师
知道那是块风水宝地，会出一
斗二升芝麻官，想占有这块宝
地，就对大禹说：“禹王啊，从五
行上讲，北方属水，南方属火，
从北边劈山排水，以水治水，恐
怕洪水会越来越大，南方属火，
以火克水才是根本，因此应从
南边想办法。”

大禹一听也有道理，就决
定掘开长岭山上，让洪水排入
洧河。但是在哪里掘口呢？大
禹又犯了难。要解决这个问
题，还需勘察地形后才能决
定。大禹就顺着长岭山往东走
去，中午时，大禹来到了王家
沟，看到土质稀松，就准备在这
里掘口。

吃过午饭，大禹就躺在王
家沟南边的山坡上略事休息。
可身闲心不闲，大禹仍然在思
考着治水方案，一边思考，一边
用手在地上画着周围的地形
图。这时，天上飘过来一大团
黑云，黑云飘到长岭山后，变成
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天上
的鲫鱼精所变，要来凡间为大
禹献计。他见到大禹的部下
后，大禹的部下就将他带到了
大禹跟前。大禹正在专心思
考，部下对他说：“禹王，这位老
人给咱们治水献计呢！”大禹睁
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位黑
衣老人，就问老人有何良策。
老人回答说：“我能喝干大冶

一带的洪水！”大禹说：“你的
能力如何证明？”这位老人一
挥衣袖，黑云就遮住了半边
天。大禹又问：“你吸干洪水
后如何处置？”老人说：“我将
它吐到东海！”

大禹是何等聪明之人，听
完这番话，仔细观察了他的举
动，知道他是鲫鱼精下凡，大禹
的原神是天上的下雨王，知道
鲫鱼精经常吐水泡玩，如果他
将洪水吐到海里，什么时候再
吸再吐，那就麻烦了。于是，大
禹就指着他说：“你这小小鲫鱼
精也敢妄自称大！”因大禹是金
口玉言，从此嵩山一带的鲫鱼
再也长不大了。

过了一会儿，部下又报告
说一位老人求见，大禹正在闭
目思考，心想可能还是鲫鱼精
来打扰，就对部下说：“不见！”
这个老人是太白金星所变，他
用手中的拂尘朝大禹脸上一
扫，大禹睁开眼一看，是太白金
星，急忙站起来迎接。太白金
星说：“禹王啊，从这里掘口不
行，这里是土山，一是口子会越
冲越大，二是下游会大量淤积
泥。长岭山从此也难再住人，
这可是既劳民又伤财啊！”大禹
一听，深悔自己勘察不仔细，思
考不周全，遂躬身致谢。老人
走后，大禹又到长岭山顶勘察，
发现长岭山是条独龙，而王家
沟正处龙头，如果从这里掘山，
切掉了龙头，破坏了地势，于大
冶老百姓十分不利。

大禹又朝东走，发现长岭
山和荆木岭交接处秦五龙一带
全是岩石，如果在这里劈山泄
洪，虽说工程量浩大，但可以一
劳永逸，没有什么后遗症。于
是，大禹就带领治水大军在这
里开山凿石，最终使沁水一带
的洪水从秦五龙排入了洧河。
大冶、沁水一带的老百姓纷纷
从山上返回家中，过上了幸福
安乐生活。

大禹治水时，长岭山是座
独岛，周围全是洪水，水生动
物很多，现在北五里庙南 100
米以下，犁地时还经常犁出
鱼、海蚌、珊瑚、螺丝等化石
呢。而大禹在王家沟躺着休
息的地方，留下了他的头枕
石、脚蹬石、屁股石，而他用
手画的地形图，人们则称为
禹影石，与禹影石连结在一
起的龙形石，人们称之为蛟
王石。可惜的是，上世纪修
朝阳沟水库东干渠时，破坏
了头枕石、脚蹬石、屁股石、
蛟王石的龙身，现在我们仅能
看到禹影石，大禹的脸部、帽子
依然清晰可见。

春节期间，在大禹故里祖家
庄、登封市告成镇的八方村
等乡村，禹王拳、鲍家拳等武
术隐藏民间千年，“大禹武
术”得到了初步的发掘。
近日，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公
司开始着手整理挖掘神秘的
“大禹武术”，更是引起了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
登封播报 孙淑霞

嵩山地区流传广泛的传统拳术

“禹王拳，是嵩山地区流
传广泛的传统拳术，是较为
完整地流传下来的古代拳种
之一。”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公
司董事长王青山说，禹王槊、
禹王耒、禹王剑、禹王斧、禹王
拳等武术，是后世以人文先

祖、立国始祖大禹治水和征伐
三苗的故事为素材，以技击动
作为基础，结合嵩山地区几千
年来的习武风俗而形成的一
种武术，流传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特别是禹王拳在漫长的

岁月中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和
整理，少林武术体系形成后，
又博采少林拳的精华，吸收少
林武术技击特点，最终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体系：拳打一条
线，拳打一口气的特点，与少
林武术血脉相辅。

发扬光大古老功夫

禹王拳能流传于世，历经
数百年不衰，与其具有独特的
民族风格、特点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禹王拳在嵩山地区
尤其是登封广泛流传。从前，
嵩山地区练武的传统武术村
落，如大禹故里祖家庄、禹都

阳城附近的八方村的拳师们
大多都会禹王拳，而一些大禹
后裔如祖家庄蒲姓、八方韩
姓、弋湾弋姓的拳师们更是将
禹王拳视为传世秘笈。

“禹王拳作为防身自卫、
健身的运动，既具有极强的实

战能力，也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是少林功夫的一种，为我
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该
公司董事长王青山希望能和
有志之士联合起来把这些优
秀的中国武术文化遗产发扬
光大。

“感受到了嵩山大禹文化
的深厚底蕴。”3 月 1 日晚上，
来自郑州的王女士对嵩山文
化专家常松木的讲座，感觉

“收获颇丰”。
心泉书院是巩义市康百

万 21 代直系传人康建博创办
的，是嵩山地区又一传统文化
的传播道场，本次讲座是心泉
书院举行的 101 期“百年精神
慧餐读书沙龙”，市民可免费
来此读书、听课。

为了进一步弘扬国学知
识，奠定好儿童生长基石，提
高市民个人修养，该书院持

续推出“全城读书”活动，市
民可在每周二前往登封御寨

山庄北心泉书院免费读书。
登封播报 孙淑霞

近日，国
家发改委和建
设部有关领导
在河南大禹文
化产业开发有
限公 司 董 事
长 王 青山陪
同下参观大禹
遗迹，考察大
禹文化。

禹影石：
深藏多少大禹的秘密

讲述人：秦志明，男，46岁，石岭头村十六组人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2日
地点：大冶北五里庙禹影石
整理：常松木

参观大禹遗迹 追寻大禹传说

常松木讲大禹文化

告成镇的“武术村”欲复兴3000年前拳法

挖掘“大禹武术”打造武术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