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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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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 附录赊三和信二 幻想故事 太阳和月亮 谷种和天狗 松烂根和棕剥皮 牛无上牙狗吃屎 黄牛的上牙 
狗为什么和人在一起 “漏” 人的法事最大 耳朵和眼睛 公冶长识鸟语 满螺 青蛙骑手 三妹和蛇郎 附录
蛇郎与三姑娘 箐鸡和乌鸦 瓦雀和燕子 二鲁雀 狐狸和小鸟 公鸡啼明的由来 小白蛇 猴子送葬 小孩和猴
子 毛驴和老虎 山茶花为什么不在家里开 附录山茶花 应山大神 龙马 养狗防盗的由来 苦利拉 人物故事 
白王的故事 “一定听老爷的话” “偷牛” 骡子换盐巴 杀年猪 白王出山 阿土司 附录阿土司 左土司 红
鼻子土司 施朝阳的故事 二指手搬缸 扳竹制筷 平仇怨 略施小术 商仕范祭孔 杨友柏将军测字 黄先生 矮
脚县令 刘达闯官 尹翰林的故事 竹影明月 刘不才 杨状元的故事 题诗会新官 上当题碑文 写碑 充军 一统
天下 江山一统 老羊茴香 张三丰画大理风光 李文学故事 少年时代 彝家兵马大元帅 笑话 谎张三的故事 
会做不会吃的长工 巧吃羊 黄煎豆腐当腊肉大头蚂蚁当马鹿 泡肉回坛秧回根 杨空子的故事 巧骗岳父裤 
“猪菜”待官差 赏银二两 阿憨妹 令尊是我 毛兆存挖猪 贤妻 巧媳妇 巧儿媳 三相亲 穷见骨和富通天 憨
姑爷的故事 憨姑爷阿荣 憨姑爷说媳妇 憨姑爷 羊倌三句半惹的祸 憨人订亲 三个大傻瓜 圣贤愁 星星头
上望 一似、两翅、是不是 露一手 锯末干姜引 肥、大、苦、甜的见解 老实人 黑心的财主 一夜没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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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老母 自古以来，观音老母在人们的传说中是一个慈善行惠的女菩萨，她忍耐顺从，能
为天下的人们解难免灾。
故至今各地的名胜古迹或庙宇中都可以看到观音菩萨的泥塑像。
 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庙庄王，他的皇后生了一对双胞胎，是两个女子。
为了此事，庙庄王终日闷闷不乐，独饮寡酒，一心想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
于是就吩咐下面，今后如果皇后生了男孩，就吹吹打打给他报喜，如果生下女孩就立即斩除。
 不知过了几个春秋，在一个明月如镜的夜晚，小观音降临了。
不久，庙庄王知道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于是就吩咐手下用涨水。
将小观音烫死，但是任凭怎样烫，都无法将观音烫死。
慢慢地奇迹出现了，只见盆中飘出一朵婀娜的荷花，散发出一缕缕清香，小观音也两手抱胸闭上了双
眼。
手下人把小观音抱出去埋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年，就在埋小观音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荷花，有一个叫张诚的女人，看到这株美丽的荷花
，非常高兴，然后就用手拔它，想取回家中栽培。
但是当荷花拔出的时候，小观音也露了出来，然后睁开了眼。
张诚高兴万分，就将小观音领回家了。
张诚从那以后教给她为人处世，行善仁爱。
小观音一天天长得更加美丽动人。
有一天，小观音叫了张诚一声“妈妈”。
张诚这个善良而忠厚的人把小观音搂在怀中告诉她：“我不是你的妈妈。
”接着又将小观音的身世讲给她听。
小观音听了以后对张诚说：“我要进宫去会会他们。
” 不久，张诚带小观音到皇宫会见庙皇后，张诚指着庙皇后对小观音说：“她就是你的妈妈。
”这时，小观音立即跪下三拜，大喊：“妈妈！
”庙皇后惊呆了：死去的人又复活了，这是怎么回事？
张诚把收养观音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庙皇后。
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庙庄王回宫了。
皇后急忙将小观音藏入床底，然后将张诚领进帐子里。
这时，庙庄王大步踏入室内，他忽然闻到一股荷花香味，忙四处观望，可是闻香不见花，就问皇后。
这时，幼小的观音从床底伸出头来张望，被庙庄王看到了。
急问皇后：“床底那小子是何人？
”皇后就把张诚抚养观音这件事告诉庙庄王。
庄王知道是他几年前斩杀的小女孩，转身再看：她长着大大的耳朵、圆圆的脸儿、红红的嘴唇。
又看看站在旁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他觉得小观音更为美丽，于是给观音取名为“庙淋”。
并吩咐手下大摆酒宴，谢了张诚，吃饭的时候，两个双生女狂饮大嚼，吃酒吃肉，惟独庙淋不吃不喝
。
庄王忙问：“为何不像二位姐姐一样吃喝？
”庙淋回答：“行善之人，只吃素不吃荤。
”庄王顿时生怒：“真不识抬举，算了！
”然后对张诚说：“既然我女是你养大，你领去做干囡好了，好好教她做些事，学学吃荤。
”就这样，张诚领着庙淋又回家了。
 事隔几年，庙淋再次进宫，但终不改变吃素的主意，庄王无可奈何，只好叫庙淋去种菜和芝麻。
为了使她顺从皇室，庄王处处刁难庙淋。
他叫庙淋将混在一起的芝麻和菜籽一颗颗分开，但这也难不倒庙淋，几百只黄雀和庙淋一起将芝麻和
菜籽分离得一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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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王横下心来决心将庙淋处死，于是他将庙淋送到白雀寺去念经书。
一天晚上，庄王指示手下人放火烧白雀寺，八千多个罗汉被活活烧死，庙淋却被玉帝救上了天宫。
 事情真巧，就在庄王放火烧毁白雀寺的当晚，庄王做了个噩梦，他刚闭上眼，就被一个阴差牵进了阴
司，叫他跪在阎王的脚下，他浑身发抖。
阎王问：“你为何不行善？
不讲道德，残害百姓，又为何烧毁白雀寺？
”转瞬间，几十个阴差拿着刀子向他刺来。
庄王大叫一声醒来后，他汗如雨下，全身剧痛，定睛一看，满身长满发亮的大血泡，足有八百多个，
痛得他滚地乱叫。
多少医生都无法医治，于是贴出文告说，要是谁能医好庄王的病，愿让一半江山给他。
 庙淋听得庄王发文求医，就化为一个小僧进入皇宫，她首先要庄王答应三个条件：一、改吃荤为吃素
；二、辞去皇位，任用有才之人；三、跟她到居住的香山，只有这样才答应医治。
庄王饱受病痛之苦，这些条件都一一答应下来了。
他问庙淋：“宫里该准备些什么东西？
”庙淋说：“要你亲骨肉的一只手和一只眼。
”一听这话，两个双胞胎女急得直哭，求父亲千万别这样，庙淋略思后说：“算了，她俩对你也够效
劳了，派个人和我一道去香山，那里有一个可用。
”庄王派了个手下和庙淋一起去香山了。
 庙淋和那人一前一后前往香山，快到香山时，庙淋对那人说：“我先走一步。
”接着就消失了。
 到了香山，那人拿出准备好的尖刀和银盘向一个指定的人走去，挖出眼睛，砍下一只手。
挖了眼和砍了手后的那个人十分可怕，凹下的血眼洞，鲜血涌出，流遍香山，染红了枫叶。
这个人等庙淋许久都不见她出来，就独自回去了。
 再说，被挖了眼和砍了手的那人正是庙淋。
她化作青烟，在半路上追上前来的那人，进了皇宫。
庄王吃了香山取来的手眼，不久病全好了。
于是带上三千人马去香山，感谢恩人。
快到香山时，庙淋又化作烟云变成无眼无手的血人，庄王到了香山一看惊呆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这不是我的庙淋吗？
”那血人摇身一变，美丽的庙淋出现在庄王面前。
接着庙淋又讲了全部事情的经过。
庄王接着说：“女儿，其他条件我都答应了，可三千人马香山住得下么？
我还是回宫去吧！
”庙淋也不留庄王。
 他们走到半路上时，突然遇到一条很宽的大河，水波翻滚，直拍岸头，河上的行船只接城里到香山的
人，不送香山到城里的人，庄王过不了河。
后来不知何时，三千人马过了河，只剩庄王一人了。
河面别无船只，只有一只粪箕船，若是坐上人，必定翻江喂大鱼。
不得已，庄王只好和庙琳回到香山居住。
不久，庙淋派了个叫王纯的人去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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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间文学好似珍珠宝石，在民间到处流落散失。
如果再让其抛洒，就是极大的过失。
    我们现在把它拾掇起来，擦拭掉它被蒙上的尘埃，穿织成熠熠生辉的串串珠宝，让它发出夺目的光
彩。
    勤劳勇敢的南涧各族人民，把自己漫长的发展历史和美丽的山川草木，编织出一个个想象丰富的传
说神话，一首首抒情言志的歌谣，一条条哲理性强的谚语，来美化自己的生活，装点出繁花似锦的世
界⋯⋯    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工作，它不但有现实意义，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我们编纂此卷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救和保存各民族祖先千百年来所创作的优秀民间口头文学遗产，
并使它继续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四个现代化的大厦添砖加瓦。
    南涧自公元前秦朝开五尺道就归入中国版图了。
西汉时属益州郡的邪龙县(今巍山县)。
唐朝南诏时属蒙舍睑。
宋代大理国时改属威楚府。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定边县。
以后，几经改建制，直到解放后的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南涧彝族自治县至今。
    南涧是个山区县，地跨东经100°05～100°41’，北纬24°39’～25°10’之间，地处云南省西部，
大理州南端。
县城东西横距49公里，南北纵距51公里，总面积1731．63平方公里。
县辖4镇5乡，计有80个行政村，其中有回族、苗族、布朗族三个民族乡。
县内居住有彝、汉、回、白、苗、布朗、傈僳等民族。
总人口263145人(2002年末人口数)，彝族占总人口的42．2％。
现把这块土地上自古迄今、纵横全境的在各民族中所搜集到的神话传说故事编辑成此书。
    神话是最早产生的口头文学之一，它是原始思维的产物。
神话因宗教而产生，它又和宗教意识难舍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开天辟地》和《葫芦种》及各种图腾崇拜的神话，多是彝族和其他各族先民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
然过程中，通过幻想和感应的产物。
善恶相斗，善战胜恶，是人民的美学理想。
    传说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中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与地方风物、名胜古迹等密切联系着的故
事。
    民间童话是幻想性较强的故事，由于它的想象丰富，手法夸张，通俗易懂。
所以，大人儿童都喜欢它。
本书中的很多动物故事可算童话这一种。
    寓言是带有劝喻性或讽刺性质的故事，它把深奥的道理和教训寓于简单明了的故事中。
《穷见骨和富通天》、《星星头上望》等篇，都是很启迪人们的思想的。
    笑话不是一笑了之的东西，虽然笑声有时是由过错引起的，但笑话的功能却是纠正错误，是为了教
育人，例如《毛兆存挖猪》一则笑话，就把财主对长工的狠毒心肠，揭露无余。
    民间文学是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的，是具有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和文学欣赏价
值的丛书。
因此我们只作文字上的校正，而不作文学上的加工，以保持它原有的风貌。
    在南涧这块殷实的土地上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藏一，也许，我们的挖掘还不够深，我们的编
选还不够精。
总之，疏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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