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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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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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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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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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式轰炸”般的大普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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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协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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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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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未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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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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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永平县胜泉乡是个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的好地方。
很早以前人们就在这里耕田种地，生活虽然清苦，但也过得下去。
 有一年，这里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天旱，田地开裂，树木枯萎，种下的庄稼枯黄干死，人们难以生
存下去。
 就在这时，村里来了一个会看风水、自称“神灵护身”的巫婆。
在人们的要求下，她开始又跳又唱，昏睡过去。
一会儿醒来，忽笑忽哭，嘴里念着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人们难以明白的“呢喃哼哈”，猛然间，她睁
开眼睛对人们说：“你们得罪了龙王爷，不得了啦！
它发誓让大家旱死。
”话音刚落，众乡亲哭了起来，几个年长的老者走向巫婆，对她叩头，苦苦哀求，请她救救大家。
巫婆微闭双眼，低头不语。
人们全跪在她面前求她开恩，巫婆这才睁开眼睛对大家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求龙王爷，向龙
王爷谢罪。
” 于是，人们跟着巫婆，抬着祭品敲锣打鼓，随巫婆三步一叩头，到了全村的风水宝地“龙王庙”前
。
巫婆跪在神位前念经，对着龙王讲好话，求它降雨造福于人们。
说完后，她让人们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神位前，领着大家再次叩了头，行了礼，方才离去。
 人们到家以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时跑出来看老天的脸色，天空一丝儿乌云也没有，只有火烤一
般的太阳烘着大地，迎面不时吹来一阵阵热风，等啊等，等了两天，龙王爷还是没有发慈悲。
几个小伙子就在一块商量，决定挖井，哪怕挖几十丈、几百丈深，只要有水他们都愿意，并且地点就
选在龙王庙附近，因为那里有稀泥塘。
可是，心头还是怕着呢，因为这里是神地。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始悄悄地挖，锄头落在土地上就像挖在石头上，每一锄仅能挖出小碗大的一块
黄土。
中午，旱急了的乡亲们知道他们挖井的事，都支持他们，哪怕五六十岁的老人也参加了，因为大家都
认为龙王也不可怜本乡村的老少们了。
这一天，他们挖出了好大一堆土，天黑下来才回家。
 当人们第二天又来接着挖的时候，一个个惊呆了，昨天挖出的土不见了，挖好的井又恢复了原样。
他们没有动摇，还是接着挖，一天两天，好多天都是同样，今天挖下去，明天又是原封原样的一块地
。
 有一天，，当人们已经有气无力地回家时，走到半路上，一个中年人突然想起忘了他的草鞋，就返身
回到龙王庙旁拿。
他刚要离开龙王庙时，听到一连串的狂笑声，觉得奇怪，他又听到了山肚子里传出说话声：“这些毛
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叫他们尝尝我的厉害。
纵有千百万人来挖，我也要叫它照样复原。
怕只怕他们在这里用铜钉铁钉扎。
”这人听到这话时，连大气都不敢喘，连忙跑回去，告诉大家他听到的这些话。
 恰好头天村里死了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由于日子不合，还没安埋；当天邻村又死了一个小伙子。
全村的人眼看着就要旱死，都认为：龙王不可怜我们，我们何必敬它，，即使今后被惩罚，死了也愿
意。
几个长者立即派人和邻村商量，连夜把两个死者安葬到了龙王庙旁。
周围都钉上了铜、铁钉。
 次日一早，人们追不及待来到龙王庙旁，只见两个青年的坟旁有一股红色的东西流着，人们说那是龙
王的血，都互相传告龙精死了。
下午，一阵响雷过后，就接着下了一场暴雨，等到天晴，龙王庙旁有股清泉汩汩流出，人们用木槽接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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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泉水，在木槽下面放了一把很大也很精致的铜壶，水流到铜壶里，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就像
敲铜铁钉子一样。
从此，人们再也不缺水了，这地方就取名叫胜泉“龙潭”。
 摇头河和落尾山（回族） 永平老街坝的苏屯背后，古老的三观殿下有一个干涸的水潭，人们称它为
“白龙潭”。
传说在很久以前，这里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潭里碧水清澈，风景犹如人间天堂。
在这深潭里，住着一条小白龙。
这条小白龙神通广大，所需的东西都应有尽有，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为此小白
龙常常感到寂寞。
 白龙潭左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平村，村里住着一个年轻英俊，而又武艺高强的道人。
道人有一个妻子，长得非常标致。
夫妻两人，你恩我爱，日子过得很是美满。
小白龙早就爱慕那年轻道人的美丽妻子，但又惧怕武艺高强的道人，只好等待下手的机会。
 一天，正值三观殿赶庙会，道人的妻子因为有孕在身，不便前往。
道人见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热热闹闹地去了，他心痒得很，也想去凑凑热闹，便独自去了。
 小白龙知道后，认为这真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
它摇身一变，马上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向道人家匆匆走去。
 道人的妻子正独自在家里做家务，忽见门口进来了一个年轻人。
还未等道人的妻子问话，小伙子就闯入堂屋，嬉皮笑脸地开始动手动脚。
道人的妻子见来人这样放肆无礼，料定事情不妙，她一边躲闪，一边大声指责小伙子。
他哪管这些，两人便开始扭打起来。
道人的妻子毕竟是个女子，力气小，加上又是双身，不几下，她就被小白龙摁倒在地上⋯⋯ 那道人上
路走了一段，觉得很累，一路上红男绿女，成双成对，自家妻子又没有同他前往，心里实在放心不下
，上庙会的兴趣一点也没有了，便又急急往回走。
当他走进家时，正好小白龙把他妻子摁倒在地上。
见此情景，道人哪能容忍，他气得七窍生烟，大吼一声便冲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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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永平县位于大理州的西部，东邻漾濞和巍山，南接昌宁，西接保山。
北连云龙。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884平方公里，下辖老街镇、曲硐镇、龙门乡、杉阳镇、永和彝族乡、厂街彝族
乡、水泄彝族乡、龙街镇、北斗彝族乡5乡4镇。
有73个村民委员会，1543个自然村。
境内居住有汉、彝、白、回、苗等22个民族，总人口有17．09万人（2002年末数），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约占39％，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农业县。
    县政府驻地老街镇，东距昆明498公里，距大理市99公里。
西距保山市98公里，地处昆明至畹町和大理至保山的中间地段。
有大保高速公路，320国道穿境而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永平县地处云岭山脉分支博南山和云台山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最高海拔2933米，最低海拔1130米。
境内主要特产有薄壳泡核桃、腊鹅、花椒、鸡、松茸、蜂蜜、香茵、云木耳、香菇、豆豉、白木瓜、
白皮大蒜、牲畜皮张、泡辣子等。
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永平古称博南，具有悠久的历史。
1993年5月发现并发掘的新光新石器文化遗址，是云南境内所发现的规模最大、层位最厚的古人类文化
遗址。
通过对遗址中发掘的大量文物进行科学测定，发现早在3700多年至4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
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发掘出的石器和陶器等大批文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石器均为磨制精巧的石斧、石锛、石刀、石镰、石铲等。
陶器为陶罐、陶尊、陶壶、陶钵、陶盆、陶杯、陶勺以及空三足器等。
    永平置县历史较早，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便在永平设立了博南县。
    西南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由四川进入云南的主要路线有两条。
一条是灵关道，另一条为朱提道，两条驿道在楚雄南华会合后，统称为博南道，由南华经祥云、大理
、永平（古称博南）、保山、德宏，至缅甸、阿富汗等国。
    博南古道是自唐代以来印度佛教向我国内地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古道沿线寺院密布，庵堂林立，
信徒众多，香火旺盛，佛教文化底蕴较为深厚。
目前，保存基本完好的尚有万松庵、永国寺、西山寺等。
    永平境内民族众多，有傈僳族、彝族、回族、傣族等多种民族在此繁衍生息。
由于民族众多，习俗各异，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也各具特色。
    民国《永平县志》载：永平境内的土著民族，“史称”“西南夷”数十种，著名号，《唐书·南诏
》及《蛮书》等，则所载颇详。
永平僻处边隅，旧为哀牢国地。
归化虽远在汉室，而生聚依土著之民。
其较著者，为土家、罗武、苗人、傈僳诸种。
自元明以来，汉、回之从军游宦来者日众，于是汉、回、土夷习俗，渐同汉化。
彼此通力合作，尔我互无诈虞。
居今而言，民族以无何畛域之分矣。
    由于“博南古道”的开辟，马帮商贾南来北往，丝绸原产地四川成都的“巴蜀文化”、古道沿途的
六夷、七羌、九氐等古老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南诏文化等多种文化，也随着古道载体而纷纷进入永
平，使永平这个南方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古老驿站，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融的“大熔炉”。
    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及长期的积淀，形成了博南文化
的多元性格局，使博南文化既具有巴蜀文化的诡异神秘，又具有边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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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厚实凝重，又具有南诏文化的仁厚祥和。
并最终形成了博南文化兼收并蓄，互生互补的多元性、兼容性、共生性、广泛性特征。
同时也就形成了丰富多彩，浑厚凝重的民间艺术、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
这些珍珠般散落于民间的文学艺术，既是勤劳勇敢的永平先民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
同时对我们研究永平文化的演进历史和发展进程，也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和参考价值。
    永平民间故事中的神话《太阳和月亮》、《姓氏与族源》、《石公鸡》等非常古朴，反映了当地古
先民富于想像而又质朴纯真的自然观。
传说中的《摇头河、落尾山》、《鸳鸯塘》、《龙抬土》以及《金光寺》、《永国寺》、《挂红山》
、《锁水阁》、《花桥》、《晃桥》、《蟒蛇山》、《天神庙》、《老爷神》等都属于永平独有而别
处所无的特色故事。
风物习俗故事中的《永平白族不吃马肉》、《羊生日》、《侈武人不吃羊肉》、《苗族敬老母猪神》
、《苗族芦笙与鼓》、《彝族做“草丧”》等都生动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于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家畜的关爱，对于给自己带来欢娱的乐器寄予的崇敬与赞美。
    童话、寓言中的《瓷碗土碗一个味》、《庄稼哥找仙女妈》、《乌鸦和喜鹊》、《“爹不在”扒水
雀》、《一棵奶浆树》、《布谷鸟》、《小绿雀》、《黄连铺“蝙蝠洞”》、《神树》等，都带有童
稚的纯真和拟人化的教喻，使人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而流连忘返。
    笑话把永平人的语言美特性典型地表现出来，如：《父教子，子学父》、《打赌》、《比赛》、《
智盗玉花瓶》、等许多段子都显示了这一特性，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领悟和启迪。
    永平县卷编纂过程中，得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各位专家、编辑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直
至编选和文字梳理，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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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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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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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