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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平阳卷》的出版发行，实在是平阳人“上慰祖先，下贻后代”的一大快
事。
　　平阳位于我国黄金海岸线中段，地处长三角经济区，与福建交界；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也是
“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开发县之一。
平阳自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建县以来，历代人才辈出，素以物华天宝、文风鼎盛而著称。
境内南雁荡山的山水洞壑，可与北雁荡山媲美，尤以五大名洞称奇。
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繁衍的一代代父老乡亲，创造着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
平阳民间故事作为一种精神文明之栽体，也随之一代代积累、一代代传承下来。
　　平阳民间故事内容丰富，语言地方色彩浓郁。
它通过绘声绘色的口头表述，颂扬勤劳俭朴、正直善良；鞭挞惰情挥霍、损人利己，其民间性（即现
今所谓的“草根性”）是直接而强烈的，呈现了千百年来这里父老乡亲们的传统文化素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平阳就组织过民间文艺家在全县范围（含今苍南）内进行民间口头文学作品
普查，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
这些资料成了今天《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平阳卷》的基础。
当年的民间文艺家们，以保护、传承乡土文化为己任，浓浓乡情，无私奉献，实在令人起敬。
他们的足迹深入乡镇的街头巷尾和偏僻的古老村落，随身带着笔记本，逐句逐字地实录口头材料；既
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谚语、联语。
80年代，平阳的民间口头文学，首次变成了方块字行世。
南雁荡山民间传说在报刊上的一系列发表，提高了平阳知名度和美誉度。
　　平阳民间故事内容涉及多面世相，悠悠千年，其中也有地方史的鸿爪与遗响，耐人探究。
尤其是南雁荡山民间传说，如《野人》、《愿齐师徒开山》，再现了当年南雁荡山旧貌，让人走进历
史；如《张九成测字》、《倒插花瓶》，展示了南雁荡山某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如《蜡烛峰》、《听
诗叟》和《十八进士洞》，反映了宋代文化学术盛况对温州地区的影响，补充了史料不足；如《错烧
智觉寺》，再现了古刹的景观和宗教活动场面；如《酒井》，为开发南雁荡山经济提供了历史线索；
如《流钱岩》、《流米岩》、《玉女峰》等，有利于旅游业的开发。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民间故事好像一盘地地道道的“农家烧”，值得大家喜欢和品味。
因而，编者没有“精选”和“精编”，不做过多的加工处理，为的是让人们对本乡本土的民间文学有
较为全面的认识，以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莫高在《民俗学与旅游学》中说：“这种民间文化，是各族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比较接近
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定是一切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的源泉，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社会科学和保
姆。
”我国历史上著名作家的传世之作，也多打上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的烙印。
平阳民间故事，也将会是平阳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事创作的厚笃资源。
今天我们这本故事卷带着沧桑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也是为创建精神文明社会增添着砖砖瓦瓦。
　　愿平阳民间故事这朵原生态的人类记忆之花代代飘香！
　　王中毅（时任平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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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平阳卷）》的出版发行，实在是平阳人“上慰祖先，下贻后代”的
一大快事。
平阳位于我国黄金海岸线中段，地处长三角经济区，与福建交界；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也是“温
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开发县之一。
平阳自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建县以来，历代人才辈出。
素以物华天宝、文风鼎盛而著称。
境内南雁荡山的山水洞壑，可与北雁荡山媲美.尤以五大名洞称奇。
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繁衍的一代代父老乡亲，创造着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
平阳民间故事作为一种精神文明之载体，也随之一代代积累、一代代传承下来。
　　平阳民间故事内容丰富，语言地方色彩浓郁。
它通过绘声绘色的口头表述，颂扬勤劳俭朴、正直善良；鞭挞情情挥霍、损人利己，其民间性（即现
今所谓的“草根性”）是直接而强烈的.呈现了千百年来这里父老乡亲们的传统文化素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平阳就组织过民间文艺家在全县范围（含今苍南）内进行民间口头文学作品
普查，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
这些资料成了今天《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平阳卷》的基础。
当年的民间文艺家们，以保护、传承乡土文化为己任，浓浓乡情，无私奉献，实在令人起敬。
他们的足迹深入乡镇的街头巷尾和偏僻的古老村落，随身带着笔记本，逐句逐字地实录口头材料；既
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谚语、联语。
80年代，平阳的民间口头文学，首次变成了方块字行世。
南雁荡山民间传说在报刊上的一系列发表，提高了平阳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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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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