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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起于明清时期的李龙文化，是中国龙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仅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至
今仍然闪耀着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光芒。
《文登李龙王的神话传说》一书，经文登市政协全体编纂人员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出版面世了，
这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李龙王俗称秃尾巴老李、李龙爷、李老爷等，是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人物。
他出身贫寒、果敢正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忠厚仁孝、爱国爱乡、溥惠佑
民、泽被苍生，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忠、孝、仁、义等方面的优秀品质，代表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
和愿望，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保护神，因而在民间倍受尊崇，其传说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时代人们战胜
各种自然灾害和险恶环境、追求安宁幸福的精神寄托。
　　文登是李龙王神话传说的发源地。
清康熙本、雍正本、道光本、光绪本《文登县志》，以及清代文学家袁枚的《子不语》等古籍典志，
对李龙王神话传说发源于文登的历史情况均有明确记载。
据载，文登回龙山、柘阳山早在汉代就有龙的传说，明代就建有李龙王、李龙母的宫观庙宇。
及至清代，回龙山庙会更加兴旺，其“香火之盛，甲于东方”，前后延续了三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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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六个篇章，分别为“第一篇：李龙王传说的史料记载”；“第二篇：李龙王传说的山会庙
会”；“第三篇：李龙王传说的故事流传”；“第四篇：李龙王传说的广泛影响”；“第五篇：李龙
王传说的论文选登”；“第六篇：李龙王传说的后续故事”。
本书第一篇中所刊十五则史料及史学考证文章，就充分证实了文登作为李龙王传说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
书中第二篇、第三篇所列故事片段及山会庙会记载，简要展示了文登李龙王传说的文化影响。
作为李龙王传说兴起的文化圣地，文登当年曾得到胶东各地父老的崇奉景仰，他们修建龙母坟、龙王
庙，都要到文登龙母坟抓把土作土引，这在书中第四篇所刊各地故事中都有确切的记述。
李龙王是正义的象征，是仁孝的化身，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战胜邪恶、劝人为善的精神寄托，
是明清时期山东人“闯关东”的保护神，“先有李龙王后有黑龙江”、“没有李龙王就没有闯关东”
等民间流传，都客观反映了李龙王传说在明清时期深刻的社会影响。
本书第五篇中诸多专家学者的考证文章，就充分论述了李龙王传说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影响情况。
本书第六篇全文刊载了文登《李龙王传说的后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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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天恩　十、奔丧葬母，惊天动地泪雨注；恪尽职守，千方百计为百姓　十一、惩治邪恶，该出手
时就出手；匡扶正义，李龙智斗恶财主　十二、遵奉玉旨，关东捉拿白蛟龙；擂台联手，镜泊湖里斗
怪兽　十三、百姓相助，李龙黑河战白蛟；投桃报李，关东百姓享太平　十四、终成正果，天庭受封
列仙班；功德入典，百姓难忘李龙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登李龙王的神话传说>>

章节摘录

　　第一篇 李龙王传说的史料记载　　三、回龙山　　昌山，俗名回龙山。
《金史?地理志》：“文登县有昌山。
”《一统志》作昌阳山（山南有汉昌阳县城遗址，《一统志》：“昌阳山在文登西南十里。
”“十”上脱“三”字），一名巨神山（或作巨神岛），在城西南三十里。
山有巨神龙，自汉已著灵异，建祠山上。
《寰宇记》引宋永初《山川记》云：“《郡国志》：昌阳县有巨神龙，有祠，能兴云雨，崔炎避黄巾
贼于此山。
”（昌山之南滨海，故亦可谓之岛。
《隋书?地理志》：“昌阳县有巨神山。
”考：隋之昌阳县在今莱阳县东南二十五里，乃晋元康八年自文登徙此，亦在昌山之阳，有昌山。
无巨神山。
隋史盖缘汉志之文，未加详考，故以文登之山，误注于昌阳县下。
）《齐乘》：“昌山在文登县西南三十里，有巨神龙龙祠。
”（坊本《齐乘》作巨神岛，盖传刻之讹。
《钦定皇舆全览》引《齐乘》，此条作巨神龙。
登州旧志引《齐乘》亦作龙字。
）自明以来，昌山之名亡，昌山神龙亦失所在，遂移祀神龙于县南四十里柘阳山。
（此即今俗所称秃尾李龙王也。
修志者不考古籍，乡里相传，遂多异说。
）康熙五十三年，龙见于宋村之北山。
（即昌山。
山名既失，山南有宋村集，土人名日宋村北山。
）一时阖邑闵阗，立庙山巅，改名日回龙山。
（此昌山改名回龙（山）之始，见邑人赛珠诗注。
）自是又移祀神龙于昌山。
每岁三月初二日，俗传为龙母诞辰，妆演杂剧为龙母上寿，香火之盛，甲于东方。
道光二十八年，山东巡抚徐，奏请敕加神龙封号，奉旨封“溥惠佑民”四字，神龙遂列祀典。
　　——摘自清光绪本《文登县志?山川》　　注：清光绪本《文　　登县志》又称“文登光绪志”，
为清代进士、时任文登知县的李祖年主修，因此又称李本《文登县志》，简称“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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