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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80_83_E8_c34_552235.htm 可能是建在灵岩山的

山根上的缘故吧，木渎在四乡八镇中地势最高，因此遇到灾

荒等自然灾害的情况较少。当地有句民谚：“大水没掉吴江

塔，木渎走马塘上湿答答。”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

，木渎地区一直是风调雨顺，民众富足，懂风水的都说木渎

是只“聚宝盆”。 当然，地势再高也是有极限的。如果遇到

连日暴雨，河水暴涨，木渎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跑到斜桥南岸

，去看驳岸里的那只龙头有没有被大水淹没。如果水没龙头

，也就意味着洪水泛滥，灾年到了，这在过去，老百姓就只

能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这块龙头石就是木渎水位的警戒标

志。 说起这只龙头，还有一段故事。 早在远古时候，大禹的

父亲鲧奉舜帝之命治理黄河、江淮一带的洪水，但鲧不识水

性，只知派人堵水，却无力解决大堤溃决的难题。舜帝因鲧

治水失职，把他处死了，又令他的儿子禹治水。大禹治水八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长期与水患打交道，大禹的手和脚

被大水浸泡得肿大异常，全身的汗毛也全部脱落了。由于大

禹注重考察，从实践中总结治水方案，又吸取父亲治水失败

的教训，改堵水为疏引，终于取得成功。 这天，大禹来到洞

庭太湖一带治水，当时太湖连年洪水泛滥，十年九荒，老百

姓大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大禹得知后十分同情，一打听

，原来是太湖龙王洞庭君的小儿子兴风作浪，年迈的老龙王

也拿他没办法。大禹决心为民除害，治服为非作歹的恶龙。 

经过明查暗访，大禹终于探得恶龙的巢穴所在，必须从西山



林屋洞口进入，绕过九九八十一座险礁，方能抵达。大禹还

掌握了恶龙的一个习性，就是每过七七四十九天，恶龙就会

乔装成一位白衣书生，混杂于西山庙会的人群中，寻找一位

貌美少女，伺机下手，抢入龙庭，供其享用。 又到了西山赶

会的日子，大禹没有去挤这个热闹，他召集了十八位精壮汉

子，早早隐伏在林屋洞的入口，等待恶龙露头。太阳还没有

升起，远近的湖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西山的早晨显

出一种神秘和朦胧。突然，林屋洞口的老梅树下，出现一位

英俊年少的公子，白色衣衫，纸扇轻摇，一副风流倜傥的样

子。正是恶龙！大禹一声大喝，十八位精壮汉子象离弦的箭

，一齐扑上，恶龙见状，忙掉头往洞里钻，大禹和汉子怎能

放过，紧跟而入。大禹和恶龙在洞里整整斗了三天三夜，斗

得恶龙筋疲力尽，现了真身。西山岛上的百姓们扶老携幼，

都来观看，还把家中的畚箕、面盆拿来，当当地敲，为大禹

助阵。大禹和汉子们愈战愈勇，从洞内战到洞外，终于在湖

边的浅滩上将其擒住。 正在大禹挥起宝剑砍向龙头、为民除

害之际，老龙王拄着拐杖赶来，苦苦哀求大禹剑下留情，放

过他儿子一条生路。大禹沉吟片刻，决定看在洞庭君的情面

上，留他一条性命。但是，为了防止它恶习不改，再次作恶

，就把它的头压在木渎胥江河的石驳岸里，尾巴留在西山，

又在它身上压了一座穹窿山。 有人问：为什么要把龙头放在

木渎呢？因为木渎的地势高，恶龙在这里汲不到水，无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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