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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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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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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民间文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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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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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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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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剑先生、副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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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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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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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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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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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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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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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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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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管 两个赶马人 双眼桥 老汉告状 血染柿树 吴先爷吃豆腐渣 剑湖武术师 段育 地名故事 剑川 永丰河 金
场 墨斗山金龙河化龙村 落财洞 备马场和格子箐 砍叉山 三棵桩 水古楼 羊子头坡 姜家登 观音老母山 李
家土锅塘 木匠故事 木神 附录祭木神 张班去了鲁班来 杨木匠出门 木匠不做升斗 巧取白银五十两 吾展
务标 锯子的来历 弯木头直木匠 公榫母榫 门拐子拐出磨心轴 “巴掌”的来历 木马三只脚 将错就错一
尺三 鲁班传《木经》 篾圈圈和小木槌 木马浸水一分三 二七一两三 鼍拉木经”和“压木经” 唱曲传艺
杨山神的飞角 木匠翰林 哑人告状 李四维告御状 鸿雁带书 文人故事 杨升庵的故事 粉笔题诗玉署郎 狮
子关 不明不白来糊里糊涂去 茶花寺对句 邋遢道士 “捉半风”和“访双月” 石牛诗 千古绝唱 杨栋朝
故事 段九章散京墨 杨作舟的戏台联 王兆的故事 读书桥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 夜过响水关 作对联 新爷太
子 城隍庙写匾 关帝庙对联 赵藩的故事 “滇中老猴” “章疯子”与“赵病翁” 麻纸还比宣纸贵 黄昏
过钓台 一张年画 震惊翰林院 赵藩候“官” 杀鸡献刀计 赵青天审柜子 赵式铭的故事 让他三尺又何妨 
巧题挽联 笑话 贾云唱乡戏 巧媳妇 艾玉故事 打大白鸡 换马 偷酒 该谁先吃 欧阳鹦哥 不爱做 早上属鸡晚
上属鸭 两公婆 偏心灯 公修公得婆修婆得 阿哥县太爷 吹亏子 附录一故事家小档案 附录二未收入本卷
的主要作品篇目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剑川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寻找光明（白族） 从前，有三兄弟在高山上挖地。
他们每天都从山下带一大葫芦水来喝。
挖地时，他们就把葫芦挂在一棵老梅树上。
 一天，天气挺热，一葫芦水很快就要喝完了。
三兄弟只好节省着喝。
先是老大来喝，他见一条四脚蛇爬在葫芦口上，张大嘴想喝水。
他感到讨厌，就把四脚蛇甩掉。
老二来喝水，又见四脚蛇张大嘴爬在葫芦上，又把它甩掉，还砸了它一石头。
最后，轮到老三来喝水，他见四脚蛇拖着一条受伤的腿，爬在葫芦口上，张着干裂的大嘴十分可怜。
老三就把蛇轻轻地放在地上，还倒了一碗水给它。
四脚蛇一下子就把一碗水喝光了。
老三又倒了一碗给它，它又一口气喝光了。
最后，老三一点水也没喝，全给了四脚蛇。
 四脚蛇喝完了水，抬起头来对老三说： “难为。
您了，好心人！
我并不是来向您讨水喝，而是来试一试您的心肠好不好。
您真是好心人啊！
” “你是蛇还是人？
怎么讲起话来了？
”老三惊讶地问道。
 “我不是蛇，也不是人，是天上的仙女。
” “你怎么来到这里呢？
” “因为我羡慕人间的生活，就偷偷地跑到凡间来了。
不料，我被阴暗魔王骗走。
它用霜绳雪链把我拴在阴山下阴箐中的阴暗洞里。
” “现在你不是出来了吗？
” “现在出来的是我的魂魄。
我的真身还在阴暗洞里。
好心人，请您救救我吧！
” “我怎么救你呢？
”老三问。
 “在山那边的松林中，有一匹白色的骏马。
只要您骑上它，它就能把您带到阴暗洞中找我。
那时，我会告诉您怎样救我。
” “好，我去给两位哥哥说一声，就去救你。
”老三答应了它的请求。
 四脚蛇见老三答应了，在地上打了个滚就不见了。
 老三急忙去告诉哥哥。
大哥说：“自家的荞子还没有收，哪个还管得了别家的麦子熟不熟。
莫管那些闲事，挖山地撒燕麦要紧！
” 老二一听到有个仙女，心就痒了。
他催老三说： “大哥不去，我俩去。
哪个先把仙女救了出来，就把她给哪个做媳妇。
” 老二说完后，就拉着老三往山后的松树林里跑。
在那里，他们真的看见有一匹大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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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丢下老三，跳上马背，飞奔而去。
老三也不泄气，跟在白马后边紧追。
 老三追到阴山下的阴箐旁，只见阴山黑沉沉的，山上山下白雪皑皑、冰凌悬挂。
阴箐里黑咕隆咚，深不见底，怪鸟怪兽怪叫乱吼。
老二再也不敢进箐，急忙下马。
老三不顾一切，翻身上了白马，白马就带着他飞进阴箐里去了。
老二在箐边等了好半天不见出来，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进阴暗箐里去。
老三一去几年不见出来，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把他忘记了。
 白马带着老三在阴暗箐里跑了很久，来到一个山洞边。
山洞阴森森的，蝙蝠在洞口乱飞，大小蛇出出进进。
白马到洞口一滚就不见了，老三只得走着进去。
走着走着，便来到一座宫殿前，这宫殿全是怪石和冰凌结成的，寒气逼人，阴森可怕。
他走进石殿门，见一个美丽的姑娘被铁链拴在石柱子上。
姑娘一见他，急忙呼救道： “好心人，快救救我！
” 老三边应边急忙上前去解她的链子，那链子又粗又大，解不开。
他正想搬石头砸，姑娘急忙止住道： “好心人，你千万莫砸！
这里是阴暗魔王的宫殿，阴暗魔王现在睡着了，你一砸就会震醒他，他一醒你就没命了！
” “那怎么办？
”老三急忙问。
 “你就是砸了链子，我俩也跑不出阴山、阴箐、阴暗洞，你要救我的惟一办法，就是顺着洞进去，走
一程就会看见两条路，左边的是去光明世界，右边的是去黑暗世界，你到光明世界去找光明神，向他
要来一颗光明的珠子，这地方就能彻底毁灭，我也才能出得去⋯⋯” 刚说到这里，只听魔宫深处一声
巨响，那姑娘急忙喊道： “你快跑！
阴暗魔王醒来了！
” 老三拔腿就往洞里跑，当阴暗魔王出来一看，见仙女十分惊慌，魔洞里有跑动的声音，它急忙一面
吼，一面追，一直追到大路叉口，它因为害怕光明，又不见老三的人影，只得转回来拷问仙女，仙女
只字不吐，魔王没法，只得罢休。
 老三在慌乱之中跑错了路，跑到黑暗世界里来。
在黑暗世界里，到处是雪山冰河，住着很多受苦人，他们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只能围在火塘边。
老三一到这里，这里的人民对他非常热情，他向他们打听去光明世界的路，他们都说不知道。
他们还告诉老三，来到这里就出不去了，老三没法，只得住下来。
 老三在黑暗世界住了不知多少年月，深感黑暗世界人民的苦难，为了救出仙女，为了使受苦的人民得
到光明，他下决心找到去光明世界的道路。
他走遍了多少村寨，访遍了成千成万的人。
最后才知道，在黑暗世界里，有一座最高最高的山，山上有一棵最高最高的松树，树上有一只最老最
老的鹰，它知道去光明世界的路。
 老三就到了最高最高的山上，果然见到一棵最高最大的松树，这棵松树，树尖直插在黑云中，树身要
二十个人才能围得过来。
他开始爬树，一连爬了七天才爬到树尖。
果然树尖有一个大老鹰窝，里面住着一个会说话的老鹰。
老三问老鹰到光明世界去的路，老鹰说： “你要到光明世界去做什么？
” “我要去光明世界寻找光明，救出受难的仙女，救出黑暗世界里受苦的人民。
”老鹰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说： “到光明世界去的路是有的，只是不容易去，会把命也丢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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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剑川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东连鹤庆县，南接洱源县，西靠兰坪县，北邻丽江
县。
地跨北纬26。
12’一26°42’，东经99°33’～100°33’，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东部、中部、西部为高山山地，山脉河谷呈南北向分布。
县境东北金华坝镶嵌着淡水湖泊剑湖；全县东西相距58公里，南北纵长55公里，总面积2250平方公里
。
山区面积占90％以上，盆地占7％，其余为湖泊、河流，属高寒山区农业县。
剑川距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下关126公里，距省会昆明市460公里。
    剑川于元代建县，明清建剑川州，民国二年(1913年)恢复剑川县建制。
1949年4月2日，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举行“四·二”暴动成功，1949年10月滇西北行政专员公署在剑
川成立，1949年12月底改设丽江行政专员公署。
1956年8月剑川县划属大理专区；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剑川属大理州。
1958年剑川、洱源、邓川3县合并称剑川县。
1961年9月洱源(含邓川)从剑川分出，剑川县恢复原建制。
    2002年剑川县分为6镇3乡，即金华镇、剑阳镇、甸南镇、沙溪镇、马登镇、上兰镇、羊岑乡、弥沙
乡、象图乡，下辖93个村委会。
    2002年末，剑川县总人口167955人，主要民族为白族，白族154025人，占总人口的91．70％；汉
族6104人，占总人口的3．63％；彝族3378人，占2．0l％；傈僳族1933人，占1．15％；回族1257人，
占0．75％；纳西族1118人，占0．67％。
    剑川是云南开发较早、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当地土著的原始族群居住，出土的青铜器有极高的工艺水
平⋯⋯县境各地都有重要的古文化遗迹。
石宝山唐宋石雕誉满中外。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剑川人民创造了灿如繁星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其中繁花似锦、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早在本世纪50年代就已引起李星华等名家及省内外有关部
门的关注，曾组织采风小组调查搜集。
有的故事传说已拍成电影，有的已编入公开出版的白族民间故事集中，有的已译为外文传到日本和其
他国家。
    剑川是白族聚居区。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绚丽多姿，丰富多彩。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囊括了纵向的历史、横向的人生、广阔的大自然，以深邃的寓意和哲理，反映
了白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表达了白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
    剑川风光秀丽，景色迷人，山川风物故事较多。
石宝山歌会、石钟寺庙宇⋯⋯一石一木，一山一水，都流传着美丽动听的传说。
    剑川历史上木匠很出名，素有“木雕之乡”的称誉，因而木匠故事独具一格。
它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勤劳善良的本色。
    剑川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出了不少文人学士。
从明代嘉靖至崇祯年间，曾考中八个进士，数十个举人，故文人故事较多。
这些故事大多赞颂了他们的学识才华以及忧国忧民的美德。
如明代的杨栋朝、段高选、段九章和清代王兆、欧阳丰、赵藩、赵式铭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不少
。
    人的生存离不开水，古代人认为管理水的神灵是龙王。
剑川地处滇西北高原，气候寒冷，土地贫瘠，旱涝频繁，因此，反映白族人民治水斗争的龙的神话传
说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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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
1949年以前，剑川几乎村村都有本主庙，剑湖两岸就有十八坛神的说法。
每个村子一年要做一次本主会，让本主享受人间香火，以报他们为民消灾免难的功绩。
闲暇之时，老年人便给大家讲述大黑天神、古城隍、石崖天子等传说。
    白族的故事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在剑川还流传着很多生活故事、寓言故事、地名故事、动植物故事、奇联妙对故事、石宝山传说与佛
教人物观音老母的传说、民族节日传说故事、民间笑话、民间童话等。
    民间故事为什么千百年来能够在群众中一直广泛流传？
为什么它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自然环境以及亲身经历的生产劳动和斗争生活创作出来
；它又经过后人不断的丰富提炼加工，使故事有明确的主题、生动的情节、严谨的结构、轻松的格律
等特点；它着重于人物的心灵塑造，表达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好恶与追求，体现了人们的心理素质
和审美情趣，反映了本地区的风情面貌，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在剑川，人们把讲故事称之为“讲古话”、“讲传”。
每个村寨里都有很多能讲古话的老人。
“老人不讲古，青年不识谱”。
不论在木匠的工地上以及果园的窝棚里或办喜丧二事人家的火塘边，庄稼地里，放牧场上⋯⋯只要有
老人在场，人们都要请他们讲上几则古话。
他们一开口，不是讲杨木匠，就是讲本主老爷；不是讲俩老友一同去做生意，就是讲白龙黑龙争水。
他们所讲的都是产生于本地区的故事，很少讲三国、列国、红楼、水浒。
因为大多数会讲古话的人都识字不多，那些书上的文言语句、诗词歌赋，他们是无法看懂的。
即使群众中讲一些三国历史人物故事，也都富有地方色彩。
    1981年6月，我们到沙溪采风，在甸头乡西边的果园里，七十七岁的王锡康老人一连给我们讲了十一
个故事。
讲的都是石宝山的传说及沙溪区的山川风物、本主、文人等故事。
在民间很少有汉族民间故事的译作，这也可说是剑川故事活动的一个特点。
人们用讲故事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得到关的享受，同时寓教于乐，继承古代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净
化人们的心灵。
    我们编选这本集子，目的在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发展本民族的新
文化。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对群众进行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教育；也为建设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和其他各类社
会科学学科提供一点研究素材。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图以“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作为编辑工作的指导方针，翻译记录的稿
件要求做到“信、达、雅”。
“信”是指忠实原文思想，“达”是指语言表达通顺，“雅”是指体现原文的文体风格。
即做到“正确、通顺、易懂”。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故事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亦请读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
    欣逢盛世，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民间文化，搜集、翻译并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每县一卷。
这一历史重任，光荣地落在我们肩上。
现将开展集成工作两年多以及此后18年来所搜集的资料，经过一再筛选，编成这本集子，作为抢救民
间文化工程中的重要资料而存世。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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