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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头街座落在程集镇境内荆江大堤脚
下，相传始建于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

有趣的是，数百里荆江大堤沿线地名若
干，各存寓意和由来，为何独居荆江之“上腹
部”的小街冠名“堤头”？

其说有三，不乏轶事珍闻。
一说因位于大堤古溃口处而得名。自东

晋永和年间（345至356年），时任荆州刺史恒
温始筑“金堤”（后改称“荆堤”）。至明朝万历
年间（1573至1620年），宰相张居正主修荆堤
期间，洪水泛滥无羁，多次溃口。天启六年
（1626年），随江堤渐高，洪水有所收敛。百姓
沿堤脚兴建小街、始称“堤头街”。附近“郭公
口”即可佐证。

传说某年桃花讯期，导致江水猛涨，江堤
危如累卵。土地局门可罗雀，堤董不知去
向。正值百姓忧心如焚之际，有位郭姓知县
巡堤至此，众百姓奉若“救星”。知县置身其
间，一面安抚一面问计。陡然狂风大作，暴雨
如注，江堤多处浸漏，管涌加剧，洪水如猛兽
般把江堤撕开一道缺口，知县避之不及被洪
水吞没。是年冬修复旧堤。乡亲们在知县殉
难近邻，建庙字供牌位缅怀，遂称“郭公口”，
留传至今。

二说为元末农军首领陈友谅赐名。大义
年间（1360至1361年），陈率部自洪湖日夜兼程
至监利火把堤安营扎寨，决计先取堤头再渡江
南行。即命一爱将率小股精锐，于翌日拂晓前
抢占渡口，立“军令状”有云：“如贻误战机，提
头来见。”该将雷厉风行提前赶到，守敌防不胜
防，成为瓮中之鳖，百姓奔走相告。待“日上三
竿风露消”，陈友谅率大军抵达，下马挽住爱将
肩膀，面向军民声若洪钟：“本帅决定改‘提头
来见’为‘堤头’相见！”陈接着说：“为彰显我军
之德行，就叫此地为‘堤头’吧！”

三说是“半路堤”和“倒口头”合称。旧时
“官肥堤瘦”，百姓散居于荒丘野岭，土地难开
垦，房产难保全，物资难交换，长年累月过着

“春祈福禄，夏惧江患，秋盘得失，冬盼年关”

的日子。据说有年二月初二，百姓相聚跪于
堤下，乞求天宫玉帝与地上城隍消灾赐福，礼
毕，捐资兴建“城隍庙”。其后相继迁居“半路
堤”和“倒口头”交汇处，为图吉利各取一字，

合称“堤头”。据《诗吟监利》记载，清朝嘉庄
六年（1801年），程藻因“辛西巨浸，七月下旬
奉调入闱”，途经此地作《堤头再宿僧舍》诗
云：“长堤立马不嫌频，几度重过未浃旬。回

雁声凄连夜月，远峰清瘦隔江人。常随钟磬
陪禅悦，忽对渔蓑愧隐沦。晓角莫催眠正熟，
春来谁许是闲身。”由此可鉴，堤头之缘由与
影响。

小街何以冠“堤头” 分 盐
监利东南的分盐镇，距县城约25公里，是监利重要

的粮棉产区之一。
相传在很久以前，分盐不仅产盐，还有座“盐”山。在远

古时代，分盐镇名叫“盐市”，依傍夏水，是一大片丘陵地
带。此地曾有两座矮墩墩的山，一座名叫“应赶”山，一座名
叫“紫龙”山；这两座山都布满了许多山涧，山涧里存有大量
的食盐。两山之间的溪沟，也含有大量的盐分，故名“盐
溪”。盐的出现，给方圆上百里的老百姓带来极大的好处，
他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很远的地方买盐吃了。不仅食盐不用
愁，而且还可以用盐换回衣、食、住、行的必需品。正当老百
姓过着像样的好日子时，当地的豪坤富户，却打起了坏主
意，犯了“红眼病”。他们勾结官商，在此设置盐卡税关，垄
断山涧盐的开采与买卖。不仅如此，他们还巧立名目，抬价
增税，盘剥百姓。后来，老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
只好一家家、一户户背井离乡，乞讨四方。

人间这一极不公平的事情，震怒了上天。玉帝派遣
两神仙下凡，去惩治这帮土豪劣坤、贪官污吏。只见一夜
之间，神仙就把那两座山夷为平地，官商富豪都被埋进山
底，盐涧亦灰飞烟灭了。过去矮墩墩的“盐”山，现在变了
平展展的良田。老百姓闻讯后，不顾千里迢迢，纷纷回到
惜别很久的故土。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老百姓这才算是过
上了男耕女织的安稳生活。

打这以后，人们纷纷絮语，说这是神仙显灵，惩除邪
恶，还民间一个公道。还说盐山飞走了，良田降临了，这
是天意。于是人们称此地为“飞盐”。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将“飞盐”叫成了“分盐”。

尺八口
很久以前，尺八是八百里洞庭湖畔，到处杂草丛生，

芦苇遍布，其地形似长江外滩。当时的外滩上只有少数
移民，居住在草棚里生息。

有一天，一只官船装满银子，行到此地，天气骤变，狂
风大作，暴雨逞威，官船无法行走，只好就地避风。哪知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满船白银全被歹徒抢走了。船上的
官员只好逃回京城向官员如实汇报详情。京城的官员听
后问道：“在什么位置？”船员回答：“我们不知是什么位
置，只晓得那里有尺把大一点口子。”官员根据情况，在京
城派了一批官兵来到此地追捕歹徒，搜查银子。在搜查
中，当地草棚里的居民有能说会道者出来向官兵说情：

“我们这地方尺把大点位置，就这么几个人住在棚里，你
们的银子说我们抢走了，那我们还住到这里做什么？这
岂不是冤枉我们好人吗？再则，这位置虽小，可来往的客
人较多，恐怕歹徒早已不在此地了吧……”官兵听后，觉
得此话有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搜查仍无结果，只好撤兵回
去了。从此人们把这个尺把大儿的位置定名为尺八口。

新沟嘴
新沟嘴位于监利北陲，座落在东荆河中游南侧。
北宋时，因杨家将护国有功，新沟方圆百里，朝廷作为

奖赏赐给天波府。此地钱粮（税收）归其收取。天波府委派
一胡姓府官管辖此地，府衙设在大街北头，门前立有一个石
牌坊，后因涨大水倒口，石牌被冲毁，形成一个大渊，名叫石
牌渊。土地革命前，胡姓一家仍在街上收地基钱，后闻风而
逃，不知去向。又因街道的布局依照“七星北斗”形状渐次
成形，古时亦称七星邑。元末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在此建都
城时，在镇的上头挖剅沟引水灌溉农田，曾名剅口市。

大旱之年，湖垸干涸，禾苗枯死，田地绝收，为了引水
灌田，在新沟镇下侧马家渊大堤开了个口子，掘了一条新
沟至分盐的河道引水并航运货物，称分盐河、小河。两河
相夹，新沟镇成为突入河水中的一角，故名新沟嘴。

福田寺
监利西南方约40多华里的福田寺，历史悠久。据考

证：福田寺在唐朝以前，还是一大片湖泽地带。湖面上，
沼泽里，长满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蒿草。到了唐代中叶，
这里逐渐淤积成一大块陆地，过去绿荫百里的湖泽，变成
了沃土万顷的良田。

五代十国的后梁时期，有“尹任熊付杨，文周饶姚王”的
“十姓”农户，举家迁移到此地垦荒种地。说来也巧，农户们来
到这里后，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乡亲们皆大欢喜。
一日，十姓农户聚集商议：欲建立一座寺庙，一来表示感激神
灵护佑之恩，二来祝愿所有农田年年大稔，岁岁丰收。寺庙
落成后，有一秀才欣然题名，曰“福田寺”，意思是说寺庙四周
的田，皆系“福田”。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纵酒庆贺。

沦海桑田，白驹过隙，转眼到了北宋年间。时有著名
诗人王十朋，奉朝廷之命，出任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知
府时，途经福田寺，不禁诗兴大发，留下“魏阙回头远，蓬
门去路长。万年天子寿，一瓣福田香”的佳句。从此以
后，福田寺愈是闻名遐迩，誉名远扬，文人墨客，纷至沓
来。千百年来，福田寺不仅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也是
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

汴河古坊
汴河镇尹桥村与王堰村之间，方圆约百亩以内，有个

地名原叫“古坊”，后名“老鹊窝”。其地势之胜，上有青龙
嘴旋绕，下亦有青龙嘴雄居，中是古坊，如明珠一般，二龙
夺争；面临筑山剅，好似坐虎观斗，背仗后花园，却有来凤
配婚；近则匡氏宗祠为背景，远则大慈禅林作陪衬；前后
林溪河，清流湍激，独水万家垸，虎踞龙蟠。而古坊独位
其间，面积不上百亩，气象却有万千。棠棣树满园，茅葫
柴遍野，春时叶茂似锦，夏令花白如银，秋来果实累累，冬
至洞穴连连，是飞禽之乐园，走兽之阿房。朝雾蒙蒙，锁
自然之景色；晚霞彤彤，映圣地之光辉。

相传斯地东北隅有学堂一所，傍有高树，有老鹳鸟
筑巢于上。一天先生出，学生取卵熟之，正欲食，先生
归，老鹳绕校飞鸣，声声苦凄。先生省其意，命学生将蛋
送还巢中，几天后突闻小雏叫声，再命学生上树观察，窝
中只见烧灼蛋壳和彩色带一根，命其取下彩带，放置供
桌上。

不久有觅宝者至，欲买此带，先生无从议价，只好用手
摸头，识宝者以为是要银两五百，嘱筹银取带。贪婪的先生
寻思，一根可值银两五百，若为两根，岂不可得银一千乎？

如是分成两截，后识宝者视之，不贾而去。先生问其
故彼曰，此名“缠魂带”，无价珍宝，今为两截，匪有用也。

时人后谓此地为老鹳窝者，由此来耶！

余家埠

如果你有暇来到监利棋盘乡，你会
惊讶地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田地，由河港
沟塘隔成方圆有致、整齐自然的独特布
局 ，令 人 联 想 起 这 是 个 龙 争 虎 斗 的 大

“棋盘”。
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湖荒泽

国，只是较高的河岸上居住着几十户棚户
人家。人们就近耕种着一些田地，闲时捕
捞鱼虾，牛羊就散放在湖荒上。

一天，和姓老汉外出拾牛粪，看见远处
的草地上对坐着两个老者，从不认识，甚为
奇怪。走近一看，只见一个生得银发白须，
仙风道貌，精神矍铄；另一个显得腹满脸
圆，富态可掬。二老者在地上划了一个棋
盘，上面摆着许多牛、羊、马、免之类的动
物，分黑白二色，正在对奕。那神情清矍的
老者用白棋子吃掉对方一子，富态老者忙

用手护住，笑呵呵地说：“陆上猛子，不得跨
水越池（至今猛兽，水中亦无能为力)。”顺手
将那处地方一压，遂成了如今的越池（今月
池村）。二老者自顾起劲地移动各自的棋
子，仿佛并不知道和老汉的到来。和老汉
躬身行礼说：“二位长老好雅兴！”白须老者
乃一抱拳曰：“贫道还礼。”富态老者则笑而
未语。

二人继续对奕，和老汉颇觉新奇，拄着
粪扒子继续观看，虽不甚懂，倒也有趣。不一
会其中一个叫“赢”了，顺手抄起一根芦杆，在
对方的棋盘格子上划了一个缺口——杆
（港）子口（今棋盘地名）。各将棋子移回本
位，如此下到三盘，竟胜、负、和各一局，未
分高下，只是又被戳了一个响水剅（今响水
村）。富态老者还意味深长地指了一下老
和河（今棋盘境内一老河）。和老汉看得出

神，请求再开一局。突然天色陡变，狂风大
作。富态老者说：“旧局已了，新局不日再
开。”那白须老者也说：“去矣，今日只得三
盘棋。”遂将棋子一挥，收也不收，直望湖荒
深处疾行而去。

和老汉连忙往家赶去，谁知怎么也
找不到自家的棚居。村落屋宇面目全
非，人物童稚概不相识。和老汉大惊失
色，凭印象找到自家门前，迟疑着将粪
筐粪扒放下，待到问时，皆答不知。经
详细说起名姓，有一七旬老翁乃答曰：“此
乃我家五百年前一先祖的名号，因拾粪外
出而从此未归，家谱中有记载的……”
和老汉愈加惊奇，乃说：“我仅看了三盘
棋，世道却过去了五百年，遇仙人了。”
于是掷筐弃扒，望西北直追那下棋人而
去。家中老翁步后紧问：“尊老何处，请

教尊姓？”和老汉答：“我即你所言之先
祖，并未出走，今番归来，皆因三盘棋之
故。”边说边走头也不回，疯疯癫癫地去
了。正是：

仙界三盘棋，凡间五百春。
沧海易桑田，世事局局新。

如今，三盘棋变成棋盘乡。“棋盘”尚
在，“棋子”犹存。被白须老者挥撒和被
大风吹散还残留在“棋盘”上的动物“棋
子”，至今还有：“马”头府（码头村）、“一
狼”馆（菊兰村）、“猫”过塔、“黄牯”桥（黄
桥村）、“猴”王城（候王村）、“龙”湾（龙湾
村）、“狲”过滩子（孙滩村）、孙“熊”过里
（孙熊村），以及“杆”(港)子口“响水”、
“越池”（月池）、老“河”都在“棋盘”上。
据说挥撒得最远的竟到了“鹿”苑庵和董
家跑“马”。

三盘棋的传说

现在桥市一带还流传着一句歌谣：“走到
天尽头，舍不得王福山桥。”

王福山桥就是现在的桥市。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桥市这地方从南

向北挖了一条大河，河的两边挽了两个大
垸子，西岸是大王垸，东岸是小王垸。这
条河上连朱河，下出洪湖，邻近长江，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鱼米野禽是此地的特产。
大王垸和小王垸的堤坡上居住着很多人
家，时间一久也就形成了一个对河相望的
小集镇。

但是，这条大河影响了两岸人们的交
通 。 为 了 解 决 交 通 不 便 的 问 题 ，从 江 西

迁 来 居 住 在 河 东 有 名 的 木 工 师 傅 王 福
山，出自善心，把自家用的一只木船无私
地献出来供大家做渡船。用绳子拴在船
的两头，定在两岸的坡上，过渡者自拉而
过 ，不 收 渡 费 。 尽 管 每 天 的 渡 船 从 早 到
晚 忙 个 不 停 ，也 不 能 满 足 很 多 人 的 来 来
往往。

一年腊月二十四的傍晚，狂风呼呼，雪
花飘飘，地上结冰如镜。有两个湖南人在洪
湖里买了干鱼小虾赶回去过春节，路经此地
上渡船过河。船行至河中心，突然一阵狂
风，船一摇，加之船上的冰雪滑溜，一个不识
水性的人掉到河里，另一个同伴见情况危

急，扑过去伸手抢救，不料船一斜，脚下一
滑，也掉进了河里。这事被在河边挑水的王
福山看见，高声大喊：“救人啦！”尽管以王
福山为首的众人拼力抢救，但因天色已黑，
狂风呼啸，水急浪高，等众人将这两个人救
上岸时，他们早已淹死了。王福山看在眼
里，悲在心里。

这桩惨事使王福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只有架座大木桥，桥边做栏杆，才能使
人们安全顺利地交通来往。

王福山深夜与妻子商量：“人生在世上要
留一个美名，这只渡船还行不了人们的方便，
只有修一座桥就好了。我们把家里的钱全拿

出来，在这河上架一座大木桥，做一件大好
事，你说好不好？”妻子也满口同意说：“钱嘛，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架一座桥也是行善积
德，我不反对。”王福山见妻子通情达理，决定
开工建桥。

第二年春季，王福山买来一批木料，带着
自己的学徒，精心设计，周密安排，夜以继日，
废寝忘食，终于架起一座大木桥。后来人们
为纪念这个无儿无女，艺高而又好心的老师
傅，将此桥起名为王福山桥，还在桥的两头树
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王福山建桥的简介。
这样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王福山桥的故事便
老少皆知，流传至今。

桥市王福山桥

新版《监利县志》称：“魏桥，又名宋桥，
位于监利县程集街东南端。”该桥为“敞肩
单拱”式，始建于明朝初年，重修于 1936
年。拱桥中央嵌阴刻八卦图一幅。该桥为
全县“古建筑”之首。

宋 桥 何 以 称 魏 桥 ？ 数 百 年 来 众 说
纷纭。

相传元末明初，战祸连年。元至正二
十八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灭元登基，
改国号为洪武元年。前朝进士宋廉与胡维
庸（郎舅关系），毅然归顺又同朝为官。廉
公被封为大学士，专司太子授业之职，因敬
业而受宠。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朝廷发
生一起公案，按律当株连九族，宋与胡被打
入大牢。不日，胡公毙命。廉公因马皇后
施救幸免一死，革职为民。廉率家小离开
京都，逃至四川梓桐县，与李氏夫人“深感
委屈，险入鬼录”。遂改宋姓为魏氏，吩咐
子孙分头逃命，阖家洒泪而别。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廉公之后裔魏
天治几经转徙，先到监利县汪家桥附近金

熊岭落籍，后迁居程家集毗邻下新剅。他
审时度势，遂改姓更名为“宋安定”，被后世
称为宋氏之“一世祖”。

据说五世祖文秀公，于明成化年间
（1465 年）移居程家集下街，后又有族人陆
续搬迁至小街东头定居，隔河渡水极为不
便。秀公急公好义，慷慨解囊架设木桥，
在冠名时，追思远祖蒙冤仍心存疑虑，还
有“宋家不要脸，苟活当太监”等流言蜚
语，便托名“魏桥”。此后，文秀公之子伏
昂饱读诗书，英年入仕，在出任石首县令
时，秉承先父之志，遂出资聘石匠、采桃花
山之石，借水路运抵程家集，推倒木桥，兴
建石桥。

二十世祖传礼，字顺成，生于清光绪二
十四年（1898年），幼承庭训，聪敏通达，积
德行善。独资翻修“古魏桥”，采用方、条青
石料，砌成南北向，横跨老长河，庄重古
朴。今人楚山作《喜春来·古魏桥》曰：“老
长河系通衡口，北往南来笑点头。口碑史
志均传留。名胜久，纵圮也风流。”

魏桥其实该称宋桥
在监利西部，有一个白露湖，湖的下游

有一块大荒滩。
从前一代又一代的渔民，早出晚归，经

常在这荒滩边靠船，在荒滩上歇息、野炊。
年长日久，这块大荒滩就成了渔家的一个
埠头。渔民们在荒滩上晒网补网，后来，人
们就管这荒滩叫“晒网台”，也叫“网埠头”。

随着岁月的流逝，到了宋末元初年代，
过去的大荒滩渐渐成了人们聚居的村庄与
集镇。后来到这里居住的人户逐渐增加，
以谢、刘二姓占多数。久而久之，人们把

“网埠头”改名为“谢刘场”。到了元朝的中
叶，谢、刘二姓人口逐渐减少，而丁姓人家
来此开设渔店，生意红火，发展很快。之
后，丁姓家族凭着人多族旺的优势逐渐把

“谢刘场”改为“丁家集”。
光阴荏苒。转眼元朝灭亡，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不久，有一名河南内乡县古家
桥的余姓族长，率领几十口余姓人迁移到

“丁家集”定居。余姓人来到这块“风水宝
地”之后，说来也巧，不出几十年光景，年年

添丁扩户，余姓家族日渐兴旺。余姓人又
善于招徕生意，不足百年时间，余姓家族就
殷实富庶起来了。与此相反，丁姓家族却
日趋衰败。后来，余姓将丁姓的土地大批
收买、兼并，余姓家族中不少人逐渐成为地
主、富商，而丁姓人中不少沦落为佃户、贫
农，两姓成了鲜明的对照。

余姓家族中，有一个名叫余辉煌的人，
是个武举人，秀才出身。此人不仅在朝中
有同僚幕友，在地方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大
人物，当时人们都尊称他为“辉煌老爷”。
这“辉煌老爷”凭借有钱有势，整天朝思暮
想，欲改“丁家集”为“余家埠”，让自己成为
此地的集主、埠头。余老爷经过一番深思
熟虑之后，安排了一个心腹家人到内荆河
也就是现在的丁家集渡口设渡。余老爷吩
附家人：凡是过渡之人，呼丁家集者拒渡，
喊余家埠者，不仅过河免费，还补送过早
（早餐）或过中（午餐）的钱。因此，人们纷
纷由呼丁家集改呼余家埠。天长日久，人
们呼喊成习，便成了今天的余家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