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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弥渡卷>>

13位ISBN编号：9787513018227

10位ISBN编号：7513018227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白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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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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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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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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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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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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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故事 传说 龙的传说 九股龙泉 九龙泉 九龙王与铁柱庙 龙宝 龙勒石 木古老龙 王母阁的由来 朵祜小
黑龙 癞母牛石与小黑龙水 瓶罐窑两股水 耍龙灯 夜明珠 西山老祖 太极顶下的龙女 花鱼硐 珍珠泉 地方
传说 弥渡坝子的传说 水目山古刹 重修水目山庙 水目大钟 观音山 太极顶 铁柱庙 孟获祠的由来 龙顶寺 
谷鸟寺 虫蝗庙 鹅头山 莲花山 八只手山 乌龟山与瓦窑山 兰花山 白马河与白马庙 白龙潭与黄楝桃树 东
大河与九莲台 桃花渡口 美女塘 美女塘与将军石 米桂水与臭水井 花鱼洞 孔明井 天生桥 三造凤凰桥 红
岩三桥 登鳌桥 蜈蚣桥 报恩寺桥 石棺材 密祉石刻 鸡鸣村的由来 蒙化厂村 石牌村 花子街 道圣寺村 周力
士营 石牛田 大母掌与小母掌 黄矿厂 钦差坟 风俗传说 彝族“二月八”的由来 腊月二十三做糖粑粑 灶
君的来历 栽年松 清明节插柳枝 挂头围腰 金蜘蛛毡垫 瓶罐窑的来历 二十四个打瓶匠 葫芦笙 口弦 打歌
的来历 “小河淌水”的传说 人物传说 白王造金殿 蒙舍战白王 白娘娘 李文学出世 李文学放马 南山探
马 上将军智取蒙化城 三大碗酒和四十军棍 。
王泰阶巧计戏庄主 鲁东应督粮 三请王铁匠 普大宝的牛角号 李文学之死 故事 幻想故事 十三太岁 “误
嘎啦”的“九节灵” 香酥姑娘 青螺姑娘 算八字 宝猪 雷神 木鱼吐经 唐王游地府 龙泉寺中治女妖 大鬼
和小鬼 鸡和鹰 狗和猫 狡猾的老鼠 老鼠和猫 猪哥哥和羊弟弟 该苦的老水牛 猫头鹰的叫声 弥渡大芋头
的来历 大芋头 木耳 草药——绣球防风 生活故事 挖金银 拾漏得银 砂子变金子 走马皇帝 羊皮圣旨 红尾
鲤鱼披蓑衣 箱金子 孝女碑 阿六鸟 土根铸钟 两姊妹 两兄弟 苍蝇蚊子的来历 鬼火把 杀蛇 山歌指路 李地
师重见天日 文人故事 苏翰林的故事 李翰林 杨公饮 无奈先生就姓曹 小西阿巧对老学究 谷翰林上皇坟 
尹翰林巧对脱险 师范弟兄赶考 雪塑观音 屈学诛梦中题佳句 “随晓”长老 苏医生 县令汪明 张知县巧
判民事 笑话 阿巴煞 赖猫 端公的舌头分两叉 神鬼不再吃人间烟火 诳张三的故事 小秧扎根 大头蚂蚁抵
马鹿 县官学狗叫 杀羊 彝族小伙岩哥 马计巧戏小鬼 “圣贤愁”与“一毛不拔” 三个秀才汪王万 大年
初一的官司 两亲家 考女婿 三女婿拜年 憨姑爷 姜子牙走运 许子建巧对趣联 祭孔 不懂装懂先生的笑话 
卖圈圈 “看马相” “牛有上牙” 看告示 看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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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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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白子国的由来（白族） 传说，古天竺阿育王的三太子为了寻找极乐世界，便辞别父王，骑
上白龙马，一路翻雪山、越草原，历尽千辛万苦，直奔东胜神州而来。
 那一天，三太子马不停蹄，直越定西岭坡头，不觉已是红日当空，只觉得唇敝舌焦、人困马乏。
三太子驻马四顾，只见昆弥川上黑雾弥漫、烟火茫茫，三太子尽管又累又饿，但深知此地不可久留，
须趁时间还早渡过这昆弥，于是便驱动龙驹，闯过迷津渡口，直奔昆弥川深处而来。
一时但见瘴烟四起、浓雾蔽日、满野漆黑。
这三太子只叫得一声“不好！
”龙马顿时被瘴烟呛倒在川中一个小洲之上。
三太子欲行无路，呼叫无援，无可奈何，只好就地坐下。
三太子一坐七七四十九天，他早已是气息奄奄、人事不知，眼见得是要回归西天极乐之境了。
他看着白龙马的尸骸，不由得仰天长叹，闭眼等死。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三太子忽然感觉到香风扑面，直沁心脾，只听一个清柔婉转的声音在呼唤。
三太子不觉一惊：“我这是魂魄回到母后身边了吧？
怎么有女人在梦中唤我？
”他用力睁眼一看，只见周围桃红柳绿、山花绚丽，自己已经不在瘴烟笼罩的川中了，而是躺在一块
平坦的岩石上，身边一个年轻的姑娘扶着自己，正端着一竹筒清泉轻声呼唤自己醒来。
姑娘见三太子睁开眼睛，不由得莞尔一笑，轻轻地把水喂到太子嘴边。
一口清水下肚，太子神智豁然清醒，知道身边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救命恩人，他挣扎着直起身子，深
深行了一礼，开口谢道：“承蒙姑娘再造之恩，不知姑娘是何方人氏，缘何能救得在下？
”姑娘叫三太子躺下，又从怀中拿出鹿脯一块，让他慢慢吃着，这才回答道：“奴家乃是此处昆弥龙
王的女儿，今日来西山上采山茶花，不想遇到公子昏迷不醒，就把你救到这西山上来。
不知公子从何处而来，欲往何处去？
”太子把出来找极乐世界的事告诉龙女。
龙女听着三太子的讲述先是默默点头，继后便放声大笑起来。
太子一时被笑得摸不着头脑，半晌才问道：“姑娘为什么笑成这样呢？
”龙女好容易才忍住笑声，然后说道：“想你那西方天竺，本是释迦老佛的神仙境界，你那里尚且不
快乐，怎么反倒我东土来寻什么极乐世界？
”太子听了这话，茫然若失，一时无言回答。
龙女见太子心中难过，又温和地安慰说：“你久病初醒，身体衰弱，还是先休息一阵，待身体复原了
再说吧！
” 为了照顾太子，龙女就没有回家去，她在这山坡上大石旁边的山茶花树下搭起了一间茅屋，每天精
心护理太子。
太子因多年旅途劳碌，加之此次瘴烟、饥饿所害，整整养了三个多月，身体才算恢复了。
在这三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太子和龙女建立了真挚的爱情，他们俩结成了一对美满的夫妻。
从此，他们就在山坡上放羊种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俩当年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弥渡的“三太子”。
 后来，龙女夫妇得到父亲昆弥川龙王的帮助，在苴力下面劈开了一个大豁口，让川水一直向南流去。
于是，整个昆弥坝子便呈现出来。
从此，水落雾散，瘴烟消逝。
昆弥川上天清日朗，龙女便改昆弥川为“昆明”。
龙女夫妇在昆弥川中收拾白龙马的骨骸埋于地下，并为白龙马盖了一间神庙，专门纪念这匹死在瘴烟
中的白马，这一个庙，就是今天罗营乡的“白马庙”。
 从此，三太子、龙女夫妇在川中广种果树，繁殖牛羊，种植五谷，各处的老百姓纷纷迁到这风调雨顺
的地方来。
一时间人畜兴旺，这里真的由一个瘴烟迷漫的地方变为极乐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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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子和龙女领着山上的人民，由三太子迁到定西岭坡的白色巨岩之下，在今天的古城筑白岩古
城。
龙女和三太子死后，他们的后人把他们埋在古城西门外的山坡上，并在坟墓旁边修建“龙女寺”，即
今之古城谷女寺。
其实“谷女”乃“龙女”之误，不过后来白族人迁走，汉人不明其因而弄错罢了。
龙女和太子夫妇，就是昆明族的始祖。
 龙女的后世子孙就是昆明族大酋长张仁果。
他足智多谋，深得众望，威震各部。
汉武帝为此御赐仁果金印，封他为滇王。
从此全滇各部落都到白崖来朝拜仁果。
于是仁果又建金殿在白崖。
 张仁果因其祖建都于白崖，故名其国日“白子国”，并改“昆明”这一族名为“白”。
从此，“白族”的名称便流传至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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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弥渡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地跨东经100°19’一100°47’。
北纬24°47’～25°32’之间，东至水目山顶与祥云县交界；西至隆庆关(龙箐关)与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分疆，东西宽26公里；北至九顶山巅与大理市、祥云县相接；南至牛街乡的太平山顶与景东彝族
自治县毗邻，南北长82公里。
    弥渡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境内现存有旧石器时代的古文
化遗物。
相传古代弥渡是一片浩瀚的水乡泽国，行者易迷津，故名“迷渡”，为讳水患，清代改称弥渡。
自西汉至南北朝属云南县，唐代南诏时置白崖赕，元明属赵州。
清沿明制，仍属赵州，雍正九年(1731)，大理府南关分府通判驻弥渡，称弥渡市督捕通判，署址在弥
城西街。
民国元年(1912)奉准设弥渡县，隶属腾越道，民国十七年(1928)废道，直属云南省，为三等县。
1950年元旦，成立弥渡县人民政府，属滇西人民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同年3月1日归属大理专区。
1958年弥渡、宾川、祥云合并，设立祥云县。
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复置弥渡县，仍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1995年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县。
    全县辖5镇4乡，即：弥城镇、红岩镇、新街镇、寅街镇、苴力镇和太花乡、密祉乡、德苴乡、牛街
彝族乡，共有89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986个自然村。
    2002年末，全县总人口30．9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9123人。
占总人口的9．41％。
少数民族中，彝族25297人，占总人口的8．17％；白族1378人，占总人口的0．45％；回族1687人，占
总人口的0．54％。
    彩云之乡——弥渡，南枕哀牢无量，北倚玉洱银苍；古老的丝绸之路——白岩古道，就从这里直穿
而走。
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是人类栖息的重要场所。
到了青铜时代这里又是云南铜鼓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两汉时代，这里则是古昆明人的活动中心，是古
白子国、建宁国的都城所在。
明丽的山光水色，激发起人们多少美妙的遐想；悠久的历史文化，又留下多少动人的传说。
    据说，远古的弥渡原是一片大海，海里住着一条妖龙，它成天兴风作浪，冲田害人。
人们逼之无奈，只好凿开密祉兰箐口，放干海水，从此才现出这块明珠、碧玉一般的弥渡坝子。
又说诸葛武侯南征时，曾在今天的红岩住过。
他擒孟获，斩雍阊，铸铁柱，封张氏，立建宁古国，从此才开创了蒙氏南诏的丰功伟业，这其间还穿
插了一批诸如牧羊女、绣花针、金缕翔环、铁柱搬家的神话。
还传说：太平天国后期在密滴起兵的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本是天上的蛤蟆星下凡。
他沙场驰骋，威震哀牢，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另外，明朝初年开山太监亲自督办黄矿厂，银矿却变成一匹白马，被人赶走了；红岩谷米寺的谷米本
来可以长年流淌，后来却被几个贪心汉子弄得颗粒无出。
牛街某某人的圣旨为什么要写在羊皮上？
苴力木古老龙的家宝为什么再也无人借出？
为什么棕树要年年剥皮？
为什么花鱼洞的鱼有一面是黄的？
为什么两升谷子才舂一升米，而一斗麦子却能磨出两斗面来？
如此等等，在弥渡简直俯拾皆是，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讲出若干。
我们这些从小就在这个神话故事的海洋中泡大的人，对此怎能不油然而生神奇莫测之感呢？
说它荒诞无稽吗？
人们凭山指水，处处有凭有据；说它浅薄无聊吗？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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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偏受人们珍爱，无根而生，不胫而走，千年百代，传之无穷，并且实实在在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有
时还真能从中得到不少启迪。
这恐怕就是优秀的．民间文学的精华所在，是它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称之为科学的基础吧！
    我们采录、编辑、出版这个集子，并把它奉献给人们，也正是从它的艺术性、科学性这个基点出发
的。
为此我们在采录、编辑过程中力求慎重、忠实，以保持民间文学独具的语言朴实，明白如话的特点，
努力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搜集整理原则。
    对搜集、整理、抢救、保存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县委、县政府及宣传、文化、民族工作部门都十
分支持、重视。
在这些党政部门的督促指导下，我们两年多来，多次召开全县民族民间文学征集会议，发动了数十位
业余爱好者，不计报酬，不畏艰苦，深入偏僻小寨，遍访村舍农家，采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
。
各区文化站又先后编印了一些民族民间文学资料。
县农技校、德苴中学、弥渡一中的广大师生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为我们采录了成百个民间故事。
许多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也抽出宝贵的时间，亲自回忆记录幼年熟知的战事、楹联寄给我们。
多方的支持，使我们得以积累了各种民间文学资料三百余篇，计五十余万字，并打印了九个油印集子
。
后来付印的《弥渡民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精选出来的。
我们希望这本县卷的问世，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引起社会各界和县内外人士对我县民间文学集
成工作的关心和重视，进而把我县所有埋藏在民间的宝贵文化遗产——无论是神话、传说、故事、谚
语、民谣、山歌、楹联、歇后语，全部搜集、记录出来，以促使我县民间文化遗产都能迅速出版问世
。
    参加本卷前期编辑工作的有：李世泽、奎学武、刘克承、赵复昌、韦明、杨学诚、杨勇等同志。
此卷由杨伟民先生为主编成。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讹疏漏一定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借本集出版之时，谨向所有来稿者和关心支持我县民族民间文学抢救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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