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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
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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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习俗，每年腊月二十三（南方有些地方是二十四）是祀灶的日子。
所谓祀灶，就是送灶神（民间通常叫灶王爷）上天，祈求灶神向王皇大帝说下界人间的好话，以保全
家老小平安吉祥之意。
本书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的一册，为你讲述民间关于灶王爷的传说。
祭灶王爷的来历？
为何叫灶王爷？
供灶王爷为什么要用糖？
张大巴掌如何打出个灶王爷？
灶神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
⋯⋯欲知谜底，请看本书。
　　关于灶王爷的传说，民间流传得丰富多彩。
东部以山东半岛到华北、东北各地，西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传着一个关于灶王爷的传说，这一传
说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形式——“张郎型”。
　　另一种流传颇广的传说大致可定名为“打灶王型”。
这一传说取意于民间过年时老百姓在灶头所贴的灶王神像的意象。
　　第三种是较为著名的传说，是讲述灶王职责的，有人把它叫做“送灶型”。
大意说：灶王原本是天庭里的一名役员，被玉皇大帝派到凡间来监视老百姓的。
他的行动很诡秘，总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溜进家里，所以人们对他提心吊胆。
他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回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情况，年三十晚上回到人间。
他的毛病是爱搬弄是非，所以人们在他临行前，总是用糖瓜粘住他的嘴巴，以防他旧病复发，说人间
的坏话，给人们带来厄运。
　　民间故事是分散的，一旦把某种同类的故事集中编选起来，便可从中看出万千的景象。
这本小书里所选的有关灶神和祀灶习俗的传说，读者应该用一种鉴别的眼光，把它们当做民间文学读
物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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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书主编简介：刘魁立，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哲学博士(俄罗斯)，研究员、教授、博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张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群众文化》、《文化月刊》主编，现为文化部社会文化图
书馆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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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的故事灶王的来历灶王神的传说祭灶（苗族）灶神菩萨的由来灶王爷的来历祭灶王爷的来历半生
漂泊兆灶王灶神菩萨灶火爷的故事灶君的传说为何叫灶王爷供灶君的来历张灶君灶神的故事灶王爷和
盐灶王为何是皂王灶神的传说（傣族）苗族的灶神皇上封的灶神菩萨灶头神画像灶王爷上西天灶王爷
原来叫乔大爷送灶神的来历送灶神灶君的由来张大巴掌打出个灶王爷灶王爷灶家老爷灶王的故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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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糕馋嘴的灶君灶神菩萨偷肉吃好吃的灶王爷灶王爷休妻灶王爷拐妻灶王润后诗为媒祭灶和守岁的来
历送灶贴灶王的习俗是怎么来的祭灶大扫除的传说灶神爱干净送灶君掸烟尘的传说二十三祭灶灶王奶
奶回娘家粘灶王供灶王为什么要用糖麻糖敬灶麦芽糖塞灶王爷灶王爷告状吃灶糖的由来为啥要过小年
祭灶祭灶祭火塘（苗族）灶神挨打雷公打灶头灶神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黑脸雷神和聋耳灶神灶神一只
眼的传说灶杩爷成精灶王爷背账邋遢神的故事打火醮灶王爷“显灵”灶家菩萨敬灶神砸家堂灶神和火
炕神（苗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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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灶神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很穷很懒的姓张的人，老是在家中坐吃现成饭，有时还要去饮酒赌博。
老婆却是勤耕苦种的死命用工，弄些钱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养活儿女。
她时时规劝他不要再事赌博闲居了，他仍是不听，她着实恼他了。
年关来了，她叫他到娘家去探访。
他的姐婆（有子女之人，称岳母为姐婆）是个很有钱的人家，但因他性子不好，不敢将钱交给他拿回
去办年货，暗将大银（洋钱）藏在米和面的底下，打发他回去了。
他担着米面回去，路途又长，又重，便半路全数送给碰到的乞丐，空着手回来了。
她问起缘由，和他吵了一顿，及知失了大银时，火从心起，拿着木棍就打，打得他低下头去呵气，不
敢说一句话。
过年的日子到了，催取债项的人纷至沓来，呶呶不休，竟日不去。
他已没有钱还人，亦没有钱来买猪肉豆腐。
晚餐，家家户户都饮酒食肉，大吹大擂的好不高兴，他却夫妻父子在喝粥汤，食青菜，相视无言，涔
涔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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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间习俗，每年腊月二十三（南方有些地方是二十四）是祀灶的日子。
所谓祀灶，就是送灶神（民间通常叫灶王爷）上天，祈求灶神向玉皇大帝说下界人间的好话，以保全
家老小平安吉祥之意。
关于灶王爷的传说，民间流传得丰富多彩。
东部从山东半岛到华北、东北各地，西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传着一个关于灶王爷的传说，这一传
说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形式：“张郎型”。
大意说：有一个张郎，不好好种地，出门去做生意，一去之后音信杳无。
家里的生活重担全落到了他的妻子丁香身上。
丁香拼命地干活养家，并安葬了先后去世的公婆。
有一天，成了富翁的张郎回家来，休了丁香，娶了海棠。
老牛（或老马）拉着车，毫无目的地把丁香拉到山中一间茅屋前，停下脚步不再向前走了。
这地方就是丁香的归宿。
这家的老婆婆和靠砍柴为生的青年相依为命，收留了她，她与青年成婚。
后来，他们成了富家。
过了多年，突然有一个讨饭的来到门下讨吃，丁香了现他就是抛弃了自己的前夫张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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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灶王爷传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们
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
团结的粘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中国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粘
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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