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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历来认为“五福

寿为先”，寿乃第一福。所以象征

着长寿、吉祥的南极仙翁老寿星，

是中国人家家户户欢迎的吉祥神。

寿阳县位于寿水（今白马河）之

阳，故此得名。这寿水，因是老寿星

的诞生地而得名，而鹿泉山则是传

说中老寿星得道成仙的地方。

在寿阳圣佛山、神福山、鹿泉

山、长寿山等地发现了“寿星洞”

“寿星桥”“寿星泉”“寿星飞仙石”

等文化遗存。寿阳县境内有许多

关于老寿星的传说和实物资料，它

们承载着一个个传奇的神话故事。

本期，本报与您一同走进寿阳

县，共同探寻老寿星的传奇故事。

寿星出世

寿阳县，位于太行山西麓、晋中市东

北部，这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传说

中的南极仙翁老寿星的出生地、修道地、

成仙飞天地，因此被誉为“中国寿星文化

之乡”和“中国寿文化研究基地”。这片

土地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更孕育了

独特的寿星文化，让人们在探寻中感受

到无尽的魅力。

据《寿阳县志》记载，象征长寿、吉

祥的南极仙翁老寿星就出生在寿阳县

黄岭村。

在中国，人们历来认为“五福寿为

先”，寿乃第一福，人若无寿、等于无福。

象征着长寿、吉祥的南极仙翁老寿星在华

夏大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慈眉善目的

老寿星满足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祈

望，他那慈祥的笑容、精神矍铄的神态让

人倍感亲切。

然而，为什么说南极仙翁老寿星的故

里就在山西寿阳的黄岭村呢？

民间传说，很久以前，老寿星出生在

黄岭山上的一户普通人家。当年，黄岭

山三面高山紧锁，只有北面地势低凹，像

一道深深的沟壑。这里每年秋天，

最早经受寒风袭击，秋霜早降，庄稼

过早冻死，致使年年歉收，“冷寿阳”

成了“苦寿阳”“穷寿阳”。于是，人

们盼望着有人能把黄岭壑堵上，寿

阳便可四季如春、人寿年丰，只可惜

事与愿违。

后来这事被玉皇大帝知道了，便

给后土地母种下了一颗种子，让她下

到凡间怀胎孕育，慢慢把黄岭壑长起

来。于是，地母怀胎十月，肚子一天

天长大，黄岭壑口也一天天长起来。

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地母

怀孕九个月零九天时，正好是农历九

月九。这天，忽然听肚子里有个声音

在说话：“娘，黄岭壑长高了没有？”地

母感到很奇怪，眼看着原来小土丘似

的黄岭壑增高了不少，但还是比东面

的神福山低得多，于是答道：“孩子，

黄岭壑正在长呢，还没有长高。”往

后，肚子里再也没有了声音。从此，

胎儿静静地躺在母亲的肚子里，一直

没有出生，只是每年的农历九月初

九，问地母黄岭壑长高了没有。

一晃八十三年过去了，地母已经

百岁开外，她虽然身体健康，但感到

有些孤独。

这年农历九月初九那天，肚里的

孩子又问话时，她便回答说：“孩儿

啊，你为什么还不出来，却每年农历

九月初九问娘这句话？莫非你跟黄

岭壑有什么关系？今天娘告诉你，黄

岭壑可是长得高高的了。”

孩子在肚中说：“如果黄岭山上

的石狮双眼出血，我就要出生了。”这

话被隔壁的屠夫听到了，就用猪血涂

在石狮双眼中，地母告诉肚子里的孩

子：“黄岭山上的石狮双眼出血了。”

不料，地母话音刚落，一个小儿

“咚”的一声，急忙从肚子里跳了出

来。因为未足年份，孩子的头变得长

而隆起，这就是关于老寿星大脑门的

来历。

老寿星出生后也不吭声，隔窗先

向北望了望，只见黄岭壑仍然没有长

高，比起神福山还矮一小截。于是，

老寿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跌坐在地

上。转眼之间，头发白了、背驼了，白

胡子长出一大把。后来人们才知道，

老寿星的出世本应给黄岭山带来幸

福：一旦黄岭壑长高，这一地区就会

四季如春，百姓就会丰衣足食。可

是，他没等到应有的时辰，致使这一

愿望落空了。

寿星悟道

且说老寿星出生以后，活了不知

多少年，寿阳人不知过了多少代，他

还活着，于是，就送给他一个尊号，叫

老寿星。老寿星因为岁数大、见识

广，是黄岭山一带的长者，渐渐变得

不可一世，人们慢慢不喜欢他了。

玉皇大帝对老寿星没有等黄岭

壑长到最高就出世本来就很不高兴，

因为玉皇大帝原先得知寿阳本是一

方宝地，神福、圣佛、黄岭诸山群峰胜

景雄奇秀丽，天池云影苍松倒映，他

原想在黄岭山上建一处离天庭较近

的下界歇脚之处，没想到老寿星过早

出世，把好端端的一块风水宝地破坏

了，如今只好去神福山上建造自己的

出游宫殿。这就是神福山“玉皇顶”

的来历。

（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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