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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天的故事(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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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巳之春，在送
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4月的和风一寸寸染绿京城的街头，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终于完成了新统帅部的组建，并在冯骥才主席的倡导下作出了用10年时间在全中国境内实
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战略决策。
其内容是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最终编纂出版县卷
本《中国民俗志》(3000卷)、省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31卷)、专题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
卷)、《中国剪纸集成》(50卷)、《中国唐卡集成》(20卷)、《中国古村落民居集成》(50卷)、《中国服
饰集成》(60卷)、《中国彩塑集成》(10卷)、《中国民窑陶瓷集成》(10卷)、《中国皮影集成》(10卷)
、《中国民间杰出传承人集成》(100卷)、《中国史诗集成》(300卷)、《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500
卷)，并命名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建立一系列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艺保护基地、传承基地，建立民间
文艺数据库。
其目的，不外乎是固守中华文明根脉、传承中国文化薪火。
    想当初，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企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社的承诺，一切都只是一个发生在初春里的
梦。
于是，多少赞叹如春潮涌起，多少怀疑似涛声依旧，多少讥讽穿行在街巷，多少风险横陈于前路。
但是，紧迫感、责任心使我们义无反顾，民间情怀、国家利益令我们坚定前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众志成城，誓将梦想化现实。
    由于顺应了发展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也顺应了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复兴的党心、民意，春天
的梦想一天天成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及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之后
，中宣部决定襄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在获得民间文艺界前辈贾芝、冯元蔚诸先生的全力支持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
于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施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25日至26日在北
京正式召开，第一批实施省区及专项随之开展行动。
    作为主干项目，编纂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从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动议之初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这是因为：作为这项工作重要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其省卷本
编纂工作仍在进行；大多数地区都已编定有关县卷本。
我们相信，它定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第一批收获。
    难忘啊，从1984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先后动员200多万名民间
文艺工作者从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先后收集到40亿字的文学资料。
其中，包括184万篇民间故事，302万首民间歌谣，748万条谚语，各种专集4000多种。
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
如今，作为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省卷
本的编纂出版正在接近尾声，而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等领袖人物却长眠大地，
再也看不到这赏心悦目的收获，还有许多民间文艺传人早已作古化春泥，许多“三套集成”工作者从
“青青子衿”变成了“白发老翁”。
面对这一切，除了继续做好“三套集成”省卷本的后续工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编纂出
版他们苦苦收集到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
    怀着如火燃烧的激情以及对民间文艺事业的忠诚，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2004年4月正式启动《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
那时的杭州，正是“江南草长，落英缤纷，群莺乱飞”，一派明媚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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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
生以他作家的情怀与文化领袖的睿智，始终坚持将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
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具体过问它的体例设计、出版、文本审定、
封面设计，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因此被束之高阁；杨亮才先生是中国
民间文艺界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全部策划，而且还主动承
担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整体设计，并不顾七旬高龄奔走于湖北、云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摸底游说，直至回老家部署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赵寅松是白族文化专家，他任所
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不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主持
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主动请缨，不仅承担了《云南甲马集成》大理部分的编纂工作，而
且还以极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
。
他说：“抢救遗产不分内外，保护文化岂等文件经费！
”这是他的心声，也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深愿；与赵寅松先生一道为示范本的编纂作出贡献的
还有湖北省民协主席傅广典先生及宜昌市民协主席王作栋先生。
在他们的主持下，“当阳卷”示范本的编纂亦高速优质，一锤定音。
    随着河南信阳文联主席廖永亮、山东枣庄民协主席王善民、内蒙古民协主席那顺、中国民协副主席
兼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江苏省徐州市民协负责人殷召义等先后加入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
纂工作中来，早日高水平出版这些成果便成为当务之急。
也就在这个时刻，经过不断挫折，我们最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喜结良缘。
该社有胆有识的社长董铁鹰先生与总编辑欧剑先生、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决定投巨资以圆这套“全书
”的出版梦。
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也更使我们坚信中国尚有出版家，而不仅有追逐名利的出版商！
促成这段良缘的是一位名叫孙昕的年轻女士。
她曾在2002年与2003年两次采访过我，以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无“红头文件”、无一分
钱的背景下组织实施的壮举。
那时，她是一名记者。
2004年，她从《中国知识产权报》转调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解这项工
程的进展以及有关成果的出版问题。
当她了解到我们虽已获中华书局斥资帮助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资帮助出
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出版维艰之后，决定向本社领导反
映抢救工程面临的困难。
对此，我心存疑，而被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铁肩担大义。
慨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l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里，我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成员，并奉调协助冯骥才
主席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
可以说，这四年里，我是与中国民间文艺的梦想一起不断成长的。
尽管衣带渐宽、双鬓初霜，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无怨无悔，抱诚守贞，一直执著于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
这是因为我时刻听到来自田野的呼唤：暂先放下你的寸管，作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我亦不断
被冯骥才主席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切所震撼：暂先离开你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是的，暂先放下，是为了永远拿起——学术；一时离开，是为了不朽的存在——人民文化。
    在这部洋洋3000卷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经纬
作一些简单的诠释。
    关于名称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名副其实。
它之所以以“中国”相冠，表明其中所收作品遍及内地及港、澳、台地区。
港、澳、台地区民间故事作品入“全书”是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之力才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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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三套集成”时代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做到的；所谓“民间故事”沿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所使用的广义性概念，它泛指一切散文体民间口头创作，包括神话、故事、传说之属；“全书”
之称，因它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情况而定，它的确在内容、形式、地域、民族、体裁、题
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客观。
以它的编纂出版为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的形象将不再残缺星碎、模糊不清。
    关于关系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开拓创新》中即已作过明晰
的阐释：“‘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承办的民间文化
工程。
‘抢救工程’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也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拓展与深化、
发展。
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其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文学意义上，‘抢救工程’是对‘三套集成’的范围扩充，增加了史诗、民间叙事长诗；在艺术意
义上，‘抢救工程’增加了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中缺少的相关部分作了‘补
天’；在文化意义上，‘抢救工程’把‘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力求一网打尽，理清了民间
文学与民间艺术存在基础的关系。
在‘抢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将最终完成‘三套集成’工作的遗留问题，不仅争取出版《中国民间
文学集成》，还将对历时20年的‘三套集成’进行总结、评奖，并探讨有关资料的活化与应用问题。
”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创意之中，周巍峙主席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之组成部分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是拟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以《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的形
式加以编纂出版的。
后来，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歌谣
、谚语、史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则留待今后再相机启动编纂出版。
显然，《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并不是平地起高楼，也不是刻意另起炉灶，它基本属于“三
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资料的系统编纂出版。
    关于原则  在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会议”上，我受主席团的
委托，作了《用优异的成绩编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报告，对编纂出版这部“全书”提出了以
下原则：1.分批实施、推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任务；2.示范本先行，先编云南大理
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及湖北省当阳卷示范本；3.对未编过县卷本的地区进行普查并编纂县卷本；4.对
已编纂县卷本但未作过普查的地区进行普查，以补充原有县卷本资料；5.对已作过普查并编有县卷本
的地区进行补充调查，以丰富原有文本；6.对已有少数民族文字县卷本进行翻译并补充有关资料，以
编成汉语文县卷本；7.制定体例及出版方案，进行统一编纂及集中出版；8.成立从中央到省、市、县的
四级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
虽然进度不一，但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始终是按此原则实际进行的。
    关于动机我们妁最初动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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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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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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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留住祖先的文化记忆，繁荣民族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以县为单位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体现了国家对民间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在众多编纂人员的努力下，保定市25个县(市)、区紧跟中央部署，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编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普查、搜集、加工整理，充实提高，完成了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保定市各县卷本的编辑出版任务。
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保定”、“文化保定”的热潮中。
此书的编辑出版，对繁荣发展保定市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加速保定市“文化大市”、
“文化强市”的建设，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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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那山 那水　那人
传 说
　风物传说
 　“漏”
 　安王和安王庙的传说
 　定州老王家的来历
 　东北人参砂台老家
 　儿大母小
 　阜平大叶烟
 　阜平金矿的传说
 　观音显圣白衣寺
 　惊高山 白衣一显圣
 　状抚台 观音二显圣
 　斗日寇 白衣三显圣
　虎为媒
　建都北京的来历
　马刨泉
　毛掸子会传奇
　人参搬家
　神奇的温塘寺
　双人石
　水帘洞的传说
　⋯⋯
故事
笑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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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仙女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天天跑上丽山最高处那块石板上眺望。
站在那青石板上可以看到方圆百里之外有一火球，好像是丈夫踏着墨蓝的云雾向她奔来。
她不回去了，站在青石上，不分昼夜，不管暴风骤雨，只凝立在青石上期盼丈夫的出现。
禾光棍和仙女哪知道就在他们俩结婚那天晚上，那个被金牛抵下山崖的货郎没有死，他掉下山崖架在
一个树权上，被采药的老翁救了，伤好后他仍没有放弃发不义之财的妄心，他想去找金牛和仙女。
离开老翁边走边打问，终于打听到金牛和仙女的下落。
货郎求得隧雨寺法师的一块红黑布，黑夜摸到禾光棍住处，人们都在新房嬉闹时，货郎悄悄将红黑布
罩住牛头，把金牛牵走了。
货郎牵着金牛来到一处他事先看好的风水宝地，准备在这盖房修屋娶老婆，享受荣华富贵。
他迫不及待地去揭金牛头上的一红黑布，当布刚被掀起时，金牛“哞”的一声，一羝角抵死货郎，顺
原路跑走了。
金牛跑到一个草滩，见几个老鹰正在一处草丛上空盘旋，它几步蹦过去，伏在草丛边用角挑去乱草，
它见到一个手臂伸出泥浆，它很熟悉这只手臂，那是给它添草料的那只手，是主人的手呀！
它不顾被陷下去的危险，用力把主人挑了出来，驮在背上来回跑。
禾光棍在金牛背上被颠得把肚里的泥浆全倒了出来，渐渐苏醒了，他与金牛回到家，没等金牛停住，
从牛背上滚下来，爬着推开门，没有人；他又趔趔趄趄地爬上丽山，一眼看到了那青石上站立着的新
娘。
新娘的两只手弯着，对着嘴仿佛在喊着什么！
他惊喜万分，踉踉跄跄爬上石板抱住新娘，然而仙女已变成青石。
他泪哭干，神耗尽，但仍紧紧抱着新娘，从此再没有分开，就这样变成了双人石。
金牛追上来，卧在夫妻俩跟前变成卧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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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阜平这个“太行山深处的香格里拉”，群山滴翠，碧水泛波，清新如画，静雅如诗。
“中国大枣第一乡”，万亩枣林，千里飘香，孕育革命，福荫农家。
    明长城、龙泉关，雄姿依旧；古营盘、大教厂，战迹依在，素为“畿西屏障”。
名寺宝刹幽深清净，古风依然；佛教道教深厚悠远，教义依存，堪称“佛道古源”。
    “抗日模范、建国基石”，英雄的土地、英雄的人民，抒写战争传奇，铸就革命辉煌。
“华北延安、新中国雏形”，红色的圣地，革命的前沿；群英聚首城南庄，运筹帷幄晋察冀。
    认识阜平，了解阜平，就应该从这些享誉中外的名声开始。
而要真正认识阜平的自然景象，了解阜平的文化源起，想必就要从这些流传古今的故事开始了。
    散落的文明碎片，丰富的人文遗迹，独特的自然风物，古朴的乡土民风，加之伟大领袖曾驻，无数
文人过往，你看这阜平，就成了一个不生故事都不行的地方。
    这些故事与传说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在山野田间、村口炕头广为流传。
或是传播伦理，或是认知世界；或是鬼怪仙狐，或是义士神仙；或教化思想，或借为笑资；或遗落民
间，或散藏典籍。
有的歌颂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无尽智慧，有的歌颂感天动地、催人泪下的人间真情；有的歌颂正义战
胜邪恶，有的歌颂战争赢得和平；有的鞭挞统治阶级的骄奢与贪婪，有的鞭挞市井乡野的卑俗与丑陋
。
勤劳朴实的阜平人民就是用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和传说，编织着世代不变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延续着
对自然、生活的探知和追求。
    这些故事与传说虽偶有迷信色彩的沾染，封建思想的遗存；虽远离现代文明，淡出现实生活，但从
这些故事里仍可寻得生产生活的痕迹，识得古人伟人的身影，觅得山名地名的沿袭，让那些面无表情
、缄默不语的文化符号，具象、活化了起来，因此备感生动。
备感亲切。
千百年沧桑变迁，千百年时代更迭，赋予了故事、传说太多的神奇厚重；深深的阜平烙印，浓郁的阜
平风情，更赋予了这些故事、传说永不消逝的生命活力。
    阳春三月，万物荣发。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阜平卷》终于编辑成书。
集在书中的一百六十多个故事，题材广泛，情节奇巧，语言生动流畅，主旨鲜明。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神化了山川风物，奇化了文人义士，富有地方特色，饱含民间风情，读来饶
有趣味。
    在编选整理过程中，我们广泛搜集、几经筛选、反复斟酌，力求辑录全一些、作品精一些，力求保
持地方特色、保持方言土语，力求“忠于原述”、“原汁原味”、“生动鲜活”，因此，全书散发着
浓浓的阜平乡土气息，称得上是阜平人文地理、历史演绎、时代生活的全景记录和真实呈现。
    此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阜平县委书记王月衡、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志清、县人大主任王林义和
县政协主席耿文金等多位领导的鼎力支持，得到了省、市文联、民协的热心帮助。
特别是耿保仓和张业文两位老同志，认真地对作品进行了编校；耿吉友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编
辑，而且绝大多数作品是他记录整理的。
数不清的普通群众参与了故事的挖掘、讲述。
在搜集整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还从《阜平县志》(1998年版)和赵金棠主编的《阜平民间文学集成卷
》等一些读物中，精选了多篇作品。
在此，谨向上述领导、单位、编辑、作者及讲述者整理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阜平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两千四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了丰富久远的历史记忆，一时难全
，一书难集。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读物仍然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还有许多缺憾，真诚地期待读者及专家
们的批评和建议。
    编者    201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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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阜平卷》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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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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