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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与中国民间文艺保护的春天一起来到神州大地的。
正如20世纪新中国历史开篇注定要从知识界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及其从中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动力开启
那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群众，在新纪元伊始之际亦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中
华大地上五千年积淀丰厚的民间文艺遗存：几多焦虑，几多审视，几多期待⋯⋯⋯⋯关于动机我们的
最初动机是：1.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然包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抢救性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
大量的信息表明，由于种种原因，从1984年起被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正面临着各种厄运：或佚失无
存，或藏诸私家。
或变卖造纸，或鼠啮虫蛀，或风雨侵蚀，必须加大对它们的再抢救；3.通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
编纂出版，为日后编纂出版《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全书》《中国史诗集成》《中国民间叙事长
诗集成》等积累经验，并最终完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各层级卷本的全部编纂出版；4.为方兴
未艾的故事学、传说学、神话学及类型学、母题研究等提供最生动的资料，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进步
；5.强化民间故事作品的社会应用，使之在人文精神建设、学术建设、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文
艺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亲爱的朋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摆放在您的
案头并正一天天增高的今天，也正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您祝福、供您享用的盛大节日。
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为了这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正确抉择、坚定信念、审
慎工作而感到自豪。
自豪，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我们确信，春天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束，她只会延伸为一次又一次秋天的收获。
2005年8月13日酷热中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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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主编方卡)是“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系列之一。

本套书收录了《像天井一样》、《阿根吃大饼》、《卖饼》、《有的放矢》、《吃趟亏，学趟乖》、
《还算额角头》、《闹钟》、《记账》、《小和尚掼木鱼》、《原来如此》、《吃蟹》、《外国人吃
咸蛋》、《五百只鸭子来了》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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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还有：
《下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黄浦卷（>>

章节摘录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个觉得光有青天黄土还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枉费盘古分开
天地的一片心意。
女娲对哥哥说：“有了世界没有人，这多呒没意思呀！
”伏羲觉得妹妹的话蛮对，他和女娲一道去向盘古提出，最好有人在这世界上活动，这世界就有生气
了。
盘古说：“我花了大力气分开天地，又忍痛用我两个头化成太阳、月亮，用我四条臂膊化成高山、江
海、树木、花草，才有这登样O的世界。
但现在我只有一个头、两条臂膊了，已经呒没本事再造人了。
”伏羲说：“是呀，造这世界你是尽了力了，但我和妹妹总觉得天地间呒没人就冷冰冰的，太可惜了
。
”盘古想着了一个主意，把伏羲拉到一边说：“我来问你，华胥是啥人？
”“是我的娘。
”盘古说：“你娘能生你兄妹，你兄妹住在一道就也能生养儿女了。
”伏羲说：“啥？
你是说我和妹妹？
”盘古说：“对。
你妹妹是阴，你是阳，阴阳相交，必定有人出世。
”伏羲说：“这事体要同妹妹商量商量。
”他过去把女娲拉过来，将盘古的话说给她听：“你愿意吗？
”女娲蛮不好意思：“哥哥，你说啥呀？
我们是兄妹！
”伏羲说：“你不是说，有了世界呒没人呒没意思，只有这样，世间才能有人呀。
”女娲一时响勿落，兄妹俩就此成了夫妻。
过了好多天，女娲觉得自己肚皮里一点呒没动静，她是个性急人，心想这样要等到啥辰光才能有人？
我还是用我的神力来造人。
她把地上的黄土、白土、黑土挖来好几堆，掺了水和成泥团。
又把泥块捏成人，有头有身体，有手有脚。
男的照哥哥伏羲的样子捏，女的照自己模样捏。
有黄人，有白人，也有黑人。
捏了好多辰光只捏了几十个。
她又性子急，心想，这样太慢了，要想啥办法再能快点多点。
她看见地上有一根长长的青藤，有了，她拿起青藤在泥浆里蘸一蘸，向地上一甩，甩在地上的泥点都
成了泥人；又拿起一爿大叶片，朝这些泥人扇了几扇，这些泥人一个个都活了。
女娲把这些人叫拢来对他们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第一代的人，这一些是男人，那一些是女人，
你们男女配对就是夫妻，将来就会生男育女，繁衍后代就靠你们了。
现在你们男的挑女的，女的挑男的，各自看得中意的挑吧！
”女娲一说完，嗬！
一阵嘈杂，大家都挑相貌好的拉，也有被拉过去但看不中又另找别人的，“兴令轰隆O”闹猛得勿得
了。
最后配了五百对。
还有三个男人垂头丧气蹲在地上，原来女人少，这三个男人配不成对，从这辰光开始就有了单身汉。
过了一年，配对的男女有了小囡，从此就有了第二代了。
有一个女的，虽然有了男人，但看看别人家的男人比自己的男人好，她就和别的男人偷偷勾搭上了。
男的也有同别人家女的好了，弄得两对都不太平，又是吵架，又是打相打。
后世的第三者就是向他们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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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村庄，家家户户有吃有穿。
一天，来了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从村头讨起，快要走遍村庄，都没有人睬她。
讨到最末一户人家，看见娘囡。
两个正在烘饼，老婆婆立在门口伸手向她们讨饼吃。
姑娘看老婆婆可怜，拿一张饼给老婆婆，还端过一只凳子让她坐下来吃。
这辰光，一个小后生挑了一担水进来。
姑娘说：“哥哥，舀一碗水给老婆婆吃。
”小后生把水送到老婆婆手里。
老婆婆吃了饼，喝了水，立起身来要走。
姑娘又拿了几张饼给她，让她在路上吃。
老婆婆说：“谢谢你们一家人。
我沿路讨饭到此地，这个村庄里只有你们一家心肠好。
我没有啥谢你们，就留一只小船给你们，如果碰到发大水，坐上这只小船就有救了。
”说完就走了。
小后生看这小船是用纸头剪出来的，能派啥用场？
“大概老婆婆是在说笑话，寻寻开心吧。
”姑娘说：“哥哥，这小船剪得多么细巧，像真的一样，我要留它当个纸样。
”娘说：“好好收起来，要是真的发大水，纸头船能救人，也是天意。
”几年过去，这户人家的娘故世了，兄妹两个相依为命过日子。
一天，姑娘正在家里扎鞋底，突然看见哥哥急匆匆奔进来说：”快！
不好啦，发大水啦！
快逃呀！
”姑娘听说发大水，手忙脚乱，不晓得拿啥东西好。
这辰光，听到村里一片哭喊声音，兄妹两个走到门口一望，大水滚滚过来，一歇歇，脚边的大水已经
涨没到大腿了。
哥哥突然一把拉住妹妹说：“那只纸头小船呢？
快点寻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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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春和景明之日，上海老中青三代民间文学工作者历时近三年，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上海市区县分卷共20卷的编纂。
这项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重大工程，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全国总编委会
的指导下，在上海市文广局和上海市文联的领导下，由上海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负责实施的。
在区县全面发动之初，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给各区县编纂工作负责人颁发了委托书，使这
项工作列入上海市各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有力支持。
在近三年的编纂过程中，共召开了八次全市性的会议，其中，在卢湾区图书馆召开了发动会议，明确
了编纂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工作方法，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召开了编纂工
作经验交流会，有五个区县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带动了全市编纂工作的平衡发展；在静安区文化馆
召开了工作会议，我们提出了编纂科学版本九方面的规范要求，统一了全市编纂工作的格式和各方面
的具体要求；在青浦区文化馆召开了现场会，学习青浦区在编纂工作中加强普查、查漏补缺的先进经
验，以及以科学版本的要求精益求精的工作方法。
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要为上海这座日趋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留下一套民间文学的科学版本，留下一份
上海人民口头创作的历史文献，它将展示上海建城七百余年来第一次大规模民问文学普查和出版的成
果。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程必将会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正是这一宏伟目标的吸引，使上海地区老一辈民间文学工作者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不辞辛劳，全力以赴地投入编纂工作。
黄浦区88岁高龄的方卡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以严谨的态度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文化馆长石磊的协助
下，一完成了黄浦区上下两卷65万字的编纂。
闸北区李振谷、金山区胡林森、浦东新区夏友梅、杨浦区何定华、嘉定区沈云娟、青浦区钱昌萍、闵
行区张乃清、崇明县黄文元等老一辈民间文学工作者，他们以丰富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经验，热情投
入编纂工作，为全市区县卷的编纂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功绩将载入上海民间文学的史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卑照似旧”。
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市区县卷编纂过程中，上海民间.文学工作者以老带新，
代代相传，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骨干力量，他们学历高，能力强，在编纂科学版本过程中创造性地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将是上海地区民间文学工作的优秀接班人，这正是上海民间文化事业的希
望所在。
值此《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市区县卷20卷已经送往北京全国总编委会终审并将付梓之际，我们向
各区县文化局、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各区县主编、副主编和广大编纂人员表示由衷
的感谢和敬意。
在《全书》区县卷编纂过程冲，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何麟，市文广局社文处正处级调研员
刘晓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盂平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忻雅华等领导都给予了热
情的支持和扶植，刘晓南先生还亲临各种会议给予指导，他们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编纂工作的进
展。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为了帮助解决市编委会在工作中的经费困难，还立项给予支持，资助了部分办公
经费。
在此，我们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这一重大工程的领导、专家和各有关部门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对于编纂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也请各方面人士给予指正。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市编辑委员会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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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
，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以及提高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
源。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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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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