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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
神化了。
因此，历史上真实的刘基与后来被神化了的刘伯温，既有差异而又有些许相通的神韵，其中包蕴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但是，由于民间对刘伯温的神化众彩纷呈，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并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
全面分析研究刘基神化传说的内容既需要较深的学养，又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而神化形成的原因则
更加幽微难辨。
因此，虽然有学者对刘基被神化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尤其是
对于历史上真实的刘基与神化的刘伯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更有待于深入探讨。
而民间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正包蕴着历史与神化两方面的因子，因此，研究刘伯温传说，并通过传说考
察其文化根源，则具有独特的价值。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刘伯温传说》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项新成果。
    与过去学界着重讨论刘基被神化的政治历史因素有所不同，该书重在探讨刘伯温传说的民间因素。
该书将民间因素作为刘基被神化的重要原因，并系统地分析了刘伯温传说与民间道德、民间智慧、民
间信仰的关系。
书中认为，刘伯温的神化固然与庙堂之上的需要有关，但更关键的因素则在于民间，因为“只有那些
符合民众口味、情趣的，契合民众心灵的，才有可能被他们所接受、所传讲，才有可能成为传说”。
作者还将民间传说与小说等文学作品(诸如《英烈传》)中的刘伯温形象进行-了比较，有力地说明了小
说中神化的刘基，体现的乃是“个体”意识，而广为流布的民间传说，体现的则是民众的“集体”意
识。
因此，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伯温传说的土壤在于乡土社会，源头在于广大民众，而不是上层
社会和少数文人。
”这样的分析是合理的，论证的方法是严谨且科学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囿于刘伯温传说本身做简单的归类铺陈，而是通过刘伯温传说来窥探
民众的心灵史。
诚如作者所言：“我们之所以要将刘伯温或刘伯温传说作为一个窥探明清以来民众心灵的窗口，是因
为它更具有典型意义罢了：刘伯温是一个‘箭垛’式的角色，刘伯温传说的流布之广、数量之多、内
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其他人物类传说所难以比拟的。
从中，我们能窥探到民众心灵的整个世界。
”同时，作者还结合历史地理学，对刘伯温传说进行了区域分析，探讨了区域文化对于民间传说的影
响，显示了作者敏锐的史学眼光。
    刘伯温传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相信这一著作对刘基文化研究必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周群，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刘
基评传》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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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伯温传说故事以明代名臣、国师刘基一生的事迹为基础，经过历代民众长期口头流传并加工形
成。
这些故事或讲述刘伯温雄才大略、足智多谋，或讲述其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或讲述其为官清廉
、执法如山，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正义、善良、智慧的赞美和对邪恶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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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伯温传说”是以中国历史上辅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一代大明王朝而驰名天下的
刘基的事迹为基础内容，经广大人民群众口头流传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
伯温是刘基的字，是民众对刘基常用的称呼，民间也有直接尊称刘伯温为“刘国师”的。
刘伯温是一位被历代文人和民间极度渲染附会并神化而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
人们以历史上的刘基为依据，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形象，寄寓自己的理想
、观念和情感。
    在民间传说里，刘伯温被视为智慧的象征，蒙上浓厚的神秘色彩。
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所经之战争无一不胜，所理之政务无一不清，有着子房之策、孙膑之谋、孔
明之才；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他是与姜子牙、诸葛亮齐名的中国历史上三大军师之一，而在建功立业方面甚至比诸葛亮更胜一筹，
故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之说。
    刘伯温传说影响深远，在他的家乡浙南一带可以说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传说流传广泛，以刘伯温出生地为中心，凡他当年活动过的地方，几乎都有他的传说故事。
随着文化的传播，有的甚至流传到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
    刘伯温传说中的故事，或讲述其胸怀大略、足智多谋，或讲述其关心百姓疾苦，或讲述其为官清廉
、执法如山，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正义、友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善良智慧的赞美，对邪恶的
憎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慧机智、疾恶如仇、正直正义的品格和美德，也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影响深远。
    【壹】刘伯温传说的起源    历史人物刘基，字伯温(1311—1375年)，浙江青田(其出生地南田镇，今
属文成县)人。
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在石门洞攻读，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
六岁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等职，为官清廉正直。
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
因不与兵事，愤而辞官还乡，在四十八岁那年弃官归隐。
元至正二十年，五十岁时应朱元璋之邀，辅佐朱元璋，“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
以币聘。
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
”(《明史·刘基传》)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力陈时务十八策，
先后提供了好几个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
各个击破等，为朱元璋所采纳。
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
他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立下不朽功勋。
明朝建立后，刘伯温又帮助朱元璋制定《大明律令》等，功勋卓绝。
生前被封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赞善大夫、护军、诚意伯，被尊为“帝师”。
    刘基逝世后，明朝廷追封刘伯温太师衔，谥号文成。
而后明朝几任皇帝又分别对刘伯温及其后人进行册封。
后人也对他赞誉有加，说他“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开国
文臣第一”。
刘基在近现代社会仍有很大影响。
1946年由瑞安、泰顺、青田三县的边区析置文成县，县名即由刘基的谥号“文成”而来。
    刘伯温的传说属于历史人物传说，是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核心而逐渐发展演化为传说的。
但并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能进入民众口头传诵的视野，只有那些做了大量有益于老百姓的好事，因而
符合民众意愿的人物及其事迹，才有可能进入民众的口碑之中。
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基，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忠心耿耿地辅佐朱明王朝，为明代建国和治国作出
诸多贡献，成为一位杰出的古代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易学家，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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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和评价，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
正因为如此，刘伯温的事迹，持久地被民间传颂，为广大民众所讴歌。
    民间传说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和人物为主要依据，经过群体口口相传
，并在传递过程中被添枝加叶，逐渐附会和融合了_一些与本体相关联的事件、人物、故事、情节和
细节。
P0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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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脍炙人口的刘伯温传说是浙南文化的一大特色。
努力挖掘、探究刘伯温传说的现实意义，教育今人，激励后人，乃是我们地方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
浙江省文化厅启动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的编纂工作，青田、文成两县立即响
应，并开展相关工作。
    刘伯温传说的保护涉及两个保护地，分别是青田县与文成县。
经过协商，由两县各自完成底稿，交专家统稿。
这样可以相互补充，使内容更加全面科学。
2010年末，两县各自完成初稿，由杭州市群艺馆林敏负责统合。
    当我们着手编著此书时，发现刘伯温传说的编写极其艰难。
“难”处主要有三：一、此书探讨和介绍的，不仅是刘基故里所流传的那部分刘伯温传说，而是遍布
全国各地的刘伯温传说。
我们目前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刘伯温传说已达四百多篇，还远未搜集完，刘伯温传说又不像《白蛇传
》等虚构的人物传说那样故事较纯粹，脉络较清晰，而是涉及各个方面的特点，极难梳理归纳。
二、要想将刘伯温传说推介出去，就必须先对刘伯温传说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搞清历史人
物刘基与传说人物刘伯温的区别和联系，探明刘伯温传说的口传历史J隋况，揭示出刘伯温传说的鲜明
特色，挖掘出刘伯温传说的固有内涵和文化价值。
而目前的状况是，人们多的是搜集整理，少的是理论探究，可供参考的资料缺乏。
三、本丛书的定位又是“普及性读物”，除了要让专家学者认可外，更得让普通读者喜欢，因此，学
术性的作品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阐述。
    比较欣慰的是，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专家的指点。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周群先生虽公务繁忙，但还硬是挤出时间为本书作序，并从学术角度进行
了很到位的评述；文成县的文本得到温州大学黄涛教授多次指导；杭州师范大学丁东澜教授将全书细
读一遍，分别从学术观点和叙述方式两方面作了详尽的审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不
少具体的修改意见；温州大学图书馆的万军热心搜寻有关资料；丽水学院吕立汉教授和杨俊才教授是
刘基研究专家，对青田县的文本编撰给予认真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远在大洋彼岸的陈学霖教
授是专门从事刘伯温传说研究的学者，他特地从美国寄来资料，稿子中许多观点与材料就来自陈教授
的研究成果。
    此书的完成，也离不开领导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文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世征先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永造先生、文化局刘军局长、县人大代
表工委胡正选副主任、县文化局纪委书记兼文物馆馆长张璐先生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郑文清等，为本书的编著，或提供物质帮助，或提出修改意见。
青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飞林先生，多次过问书稿进展情况，并提出宝贵意见。
还有青田县文化局局长陈炳云先生，青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项一伟等都给予大力支持。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淼以及周芳，为此专门召开协调会议，提出指导意见并进行协
调。
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将难以顺利完成。
同时，特别感谢杭州市群艺馆林敏，在百忙之中，认真审读稿子，对两稿进行统合。
    文成县新闻中心雷忠义、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文清、青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友
忠及摄影家郑承春、林健、李开文、陈东海等，热心地为本书提供照片资料，在这里一并致谢。
    因编撰者水平有限，加之刘伯温传说故事众多，特点难以概括，形成过程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书遗漏与不足之处自是难免，不当之处诚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相信刘伯温传说会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焕发出它不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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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
神化了。
因此，历史上真实的刘基与后来被神化了的刘伯温，既有差异而又有些许相通的神韵，其中包蕴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但是，由于民间对刘伯温的神化众彩纷呈，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并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
全面分析研究刘基神化传说的内容既需要较深的学养，又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而神化形成的原因则
更加幽微难辨。
因此，虽然有学者对刘基被神化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尤其是
对于历史上真实的刘基与神化的刘伯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更有待于深入探讨。
而民间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正包蕴着历史与神化两方面的因子，因此，研究刘伯温传说，并通过传说考
察其文化根源，则具有独特的价值。
这本《刘伯温传说》由陈炳云主编，叶和君、曾娓阳、陈胜华编著，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项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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