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白县咀头镇老虎渠

老妪救虎传佳话
本报记者  于虹

在太白县咀头镇黄凤山村南

边，有个名叫老虎渠的地方，据说，

这里曾有村民救治过一只老虎，而

被称为老虎渠。

黄凤山村与县城东大街相

连，姜眉路穿村而过，风景秀丽，

主要以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为主

导产业。位于村子南边的一片山

野物产丰富，五味子、山葡萄、山

核桃、毛栗子等遍布山坳，这里就

是老虎渠。这里流传着一个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传说 ：以前，

人们都住在山里，渠边住着一户

人家，老两口五十多岁了，没儿没

女，靠着老汉打柴为生。有一天，

老汉出门去打柴，家里只剩下老

伴一人。突然一声大吼，震耳欲

聋，老妇人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猛

虎来到屋前，吓得老妇人赶忙把

门关上。老虎走后，妇人才敢开门

出去，可没承想，第二天、第三天

老虎又来了，只是这次老虎趴在

窗前，用爪子不停地拍打窗户，吓

得老妇人直打哆嗦，于是，她便颤

抖着对老虎说 ：“你要吃我的话，

请你点三下头 ；不吃我的话，请你

摆三下头。”听了老妇人的话，这只

老虎像通人性一样连摆了三下头，

就将爪子从窗口伸了进来，原来是

老虎脚掌上扎着一根刺。老妇人赶

忙帮老虎把刺拔掉，老虎感激地点

了点头走了。从此，老虎隔三岔五

给老妇人家送来一些猎物。这样持

续了近半年的时间，一天，老虎给

老两口叼了一只白色小猪，以后就

再也没来。后来人们便把这个地方

叫作老虎渠。

至于这个传说的真假已无从

考证，可当地村民保护野生动物却

成为一种传统。如今，老虎渠附近

也没有村民居住，大家都搬到了山

下。夏天这里气候宜人，不少游客

来避暑，一些村民就发展农家乐，

还有一部分村民种植药材和蔬菜，

日子越来越好。

太寅沟位于市区西部山区，

被誉为“八百里秦川第一沟”。据

说太寅沟在民间叫大虎沟，因沟

内曾出现过白色的老虎而得名。

腊八过后，笔者沿着渭滨区

高家村一路向西，大约前行十余

里到达太寅沟。冬日的太寅沟内，

白茫茫的雾气与山涧的点点积雪

相映出诗意，形成一幅冬景画面。

关于太寅沟的来历，有村民对笔

者说，不知何时沟中曾出现过白

色老虎。此虎非同一般，相传是汉

代一位太子死后所变。因为在地

支里“寅”对应着“虎”，而“太”在

古汉语里就是“大”，大虎沟的官

名就叫太寅沟。

沿着太寅沟登山远眺，可见

高山巍峨，流水潺潺，由于山势

起伏，山涧还有几个大小不一

的瀑布。在太寅沟，笔者还见到

了一眼泉水，据说此泉冬温夏

凉，清冽甘甜，被村民称作“水

泉湾”。远近闻名的解甲滩村就

在太寅沟内，相传西汉末年，王

莽篡位，被刘秀率兵追杀至此，

丢盔卸甲，所以此地被称为解甲

滩。在太寅沟，还有许多与汉光

武帝刘秀有关的景点——王莽藏

身的王莽洞，刘秀擒拿王莽的皇

冠岭，斩杀王莽的黑杀湾等等，

每个地方都流传着一段精彩的故

事，可见，这个神奇的地方在两

汉之间曾经有一番传奇。

太寅沟在春夏时节，山清水

秀，草木茂盛，是个消夏避暑的

好地方，也是一条户外徒步的绝

佳线路。借助此地景点和依山傍

水的自然风光，太寅沟里以古建

风格为特色的农家乐、山庄，成

为市民旅游度假、观光休闲的理

想之地。

生活在太寅沟的人，享受着

大自然所赠予的一切，村民种植

板栗、核桃、猕猴桃等干杂果，发

展中蜂、民俗村、农家乐，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

在岐山县雍川镇南营村，

有一个名为“虎王”的自然村。

关于村名由来，当地流传着这

样一个故事。

相传以前这里无人居住，

只有一条小溪和大片丛林。一

天，一对夫妇途经此地，七拐

八拐迷失了方向。此时，天色

渐晚，眼前树木森森，脚下流

水潺潺，夫妇俩决定在此休息

一晚，待翌日天亮后再赶路。

夜里，他们在睡梦中忽然听到

不远处传来沙沙的声音。夫妇

俩紧张起来，那声音究竟是悍

匪还是猛兽？

借着月光，夫妇俩看到，一

只大老虎向他们走来。这只老

虎，脑袋大如盾牌，爪子尖如

刺刀，尾巴劲如皮鞭，一双拳

头大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们。夫妇俩既不会武功，也没

有武器，如果老虎扑来，他们

绝对抵挡不住。

然而，老虎却在离夫妇俩

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趴了

下来。他们不知道老虎是何意

图，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与老

虎彼此相望，生怕任何举动都

会引起老虎攻击。就这样，夫

妇俩与老虎相持了一天一夜

后，老虎终于起身离开，两人

才松了口气。

事后，他们商量，不如干脆

在此定居，依山傍水，耕种劳

作，也能生活无忧。从此，这里

有了人烟，逐渐发展成村落，

取名“虎王村”。

据南营村党支部书记马金

号介绍，虎王村是南营村的第

五村民小组，现有村民 530 人，

以小麦、玉米种植，花椒、花卉

栽培以及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

来源。虎王村自古地灵人杰，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涌现出多

位能工巧匠，不仅养活了自

己，还带出了徒弟。改革开放

后，一些村民自主创业，在建

筑等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富起

来后，他们不忘回报乡梓，近

年来，累计为村里捐款数十万

元，用于改善交通、提升环境。

今年初，他们又纷纷捐款捐

物，为村子防控疫情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扶风县绛帐镇虎王村

昔日石虎护乡邻
毛丽娜

沿着连霍高速自西向东行驶，

进入绛帐镇地界不久后就到了虎王

村。“虎王村”？这个村子为什么以

此为名？很多人或许都有此疑问。

近日，笔者采访得知，原来，虎王村

确有一只石头雕刻的老虎。

关于村名的由来，有村民对笔

者说，这是源于很久以前村子里有

一只石头雕刻成的老虎，加之一支

王姓家族在清朝时迁居到此，繁衍

生息，遂取名虎王村。只可惜，随着

时光流逝，如今这只石虎也不知去

向。那么，村子里用石头雕刻老虎，

有什么寓意？据一位上年龄的村

民说，因为虎是正义、勇猛、威严的

象征，老一辈人把石虎看作一种护

卫神兽，所以祖先们就用石头雕刻

成老虎立在村中，以保护村民。虽

然如今石老虎已不知去向，但王姓

家族却世代在此守护着自己的美

丽家园。

过去，虎王村附近也属于周原

文化遗址的一部分，不仅有西周墓

葬，还出土过一些文物。在扶风县

博物馆众多文物藏品中，有一件

比较有特色的铅质人形俑，就是

1972 年春在扶风县原上宋乡远将

村征集的。

如今，虎王村经过改制，已成为

绛帐镇远将村的一个自然村。冬日

的远将村，虽然少了一些绿树成荫

的点缀，但站在村口便可看见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房屋，村庄外麦田环

抱，空气清新。午饭过后，村民选择在

阳光好的地方晒太阳、拉家常，仿佛

是对一年辛苦劳作的一种补偿。据

了解，村民还依靠猕猴桃发展特色产

业，近期村上还流转了 200亩土地，

准备种青贮玉米，发展集体经济，并

在村内亮化美化、建设生态宜居的环

境上下功夫，力争早日将村庄建成干

净整洁、安居宜居的美好家园。

编者按 ：
说到虎年，人们会联想到许多与虎有关的成语，如：虎啸风生、虎头虎脑、如虎添翼等等。其实，宝鸡也有很多带“虎”

的地名，它们分散在村落、山间，有的与虎出没有关，有的与传说有关。我们经过梳理，为大家呈现一二。

西府地名虎 虎虎有福虎虎有福

渭滨区高家镇解甲滩太寅沟

汉光武帝斩王莽
毛丽娜

岐山县雍川镇虎王村

虎王虽恶不伤人
本报记者 祝嘉

如今虎王村成为远将村的一个自然村

虎王村一角

解甲滩村太寅沟也被称为大虎沟

老虎渠位于黄凤山村的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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