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13位ISBN编号：9787513007948

10位ISBN编号：7513007942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白庚胜　总主编

页数：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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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保定民间故事的历史光辉(代市序)    晏文光    保定是国务院命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和璀璨的民间文化。
    保定地处河北省中部，西部太行山巍峨壮观，东部白洋淀碧波粼粼，广袤的冀中平原坦荡无垠。
保定位于京、津、石三角的中心位置，素有“京畿重地”和“兵家必争之地”之称。
这里公路如网，铁路如织，横贯南北，连通东西，交通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这里地域广阔，物产丰富。
保定市辖管25个县(市)、区(3区4市18个县)，总面积2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1100多万，是全国著名
的人口大市。
    保定历来有“古城”之称谓，可谓名副其实。
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四五十万年前，这里便有人类居住。
近十年来，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保定就发掘出3处，即徐水县南庄头遗址(2001年公布)，易县北福
地遗址(2006年公布)，曲阳县钓鱼台遗址(2006年公布)。
容城县上坡村发掘的磁山文化遗址进一步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
牧业生产，他们打制工具留下的粟坑、陶窑和冶炼炉，曾受到世界的关注。
后来，黄帝族东迁涿鹿，并与九黎族首领蚩尤发生“涿鹿之战”，又与炎帝部落在这里发生“阪泉之
战”，在徐水釜山举行部族会盟，在涿鹿建黄帝城，在易县后山建祖庙，拉开了易县后山文化的序幕
，首次在中华大地创建了多民族大统一的理念。
保定是尧帝的故乡，尧的封地在唐，故称唐尧。
在顺平、唐县、满城、望都一带，至今还存有很多当年尧舜活动的遗址和优美动人的传说。
    保定文物古迹众多，易县的燕下都遗址、荆轲塔、清西陵曲阳的定窑遗址、北岳庙，满城汉墓中举
世罕见的“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涿州的三义庙，定州的开元寺塔，安国的药王庙以及保定市
区的莲池书院、大慈阁、直隶总督署、钟楼、天水桥等众多的文物景观都从不同的角度昭示着保定底
蕴丰厚的历史文化。
据文物部门统计，保定市目前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县(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511处，数字说明，保定是个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
这些以文物和景观形成的文化圈，展示了保定厚重的历史和壮美的山河。
    保定是革命老区，在近代的革命史上，一直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为古城的历史文化谱写下浓墨重彩
的篇章。
保定是义和团和北方辛亥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新城的义和团运动到高阳布里的留法勤工俭学补
习学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革命先驱邓中夏点燃了保定的革命火种。
从此，在辽阔的冀中大堪上，处处风雷激荡，斗争如火如茶：潴龙河畔的“高蠡暴动”、顺平县的“
五里岗暴动”、保定二师的“七六学潮”以及名震中外的“冉庄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涞源
“黄土岭战役”、“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狼牙山五壮士”。
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为保定演绎了一曲曲雄浑豪壮的革命乐章，也为保定人民赢得了荣
誉和自豪。
    保定古称燕赵之地，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之说。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保定不仅涌现出众多有理想、有抱负、有
才华、有作为的历史的物。
还产生了一批批名垂青史、彪炳千秋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以及才智过人的文臣武将和
民族英雄，正可谓武林豪杰荟萃，文坛英才辈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环”。
壮士荆轲一曲撼天动地的千古绝唱，冀中大地随之走出了燕国大夫郭隗，赵国名臣蔺相如、武将廉颇
，汉昭烈帝刘备，宋太祖赵匡胤，东晋名将祖逖，明代英雄孙承宗、名臣杨继盛，数学家祖冲之，地
理学家郦道元，文学家刘因，戏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以及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等。
作为历史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华夏文明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所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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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进、锲而不舍的思想品格，也展现了保定人民慷慨悲壮、威武不屈的精
神风貌。
    在谱写保定壮丽史诗的同时，我们的祖先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想象，创作了大量优美动
听、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和故事。
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她宛如璀璨的群星，在浩瀚的天宇中放射着绚丽多彩的光辉。
    流传在保定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其蕴藏量极为丰富。
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中，保定各县(市)、区编纂的民间文学资料就有上千万字，内
容之丰厚，范围之广泛，篇目之浩繁，在保定的历史上还不曾多见。
天上地下、山川河流、土特名产、民俗风情，凡是民众生活劳动所涉及的诸多方面，故事卷本中可谓
无所不及，堪称保定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这些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来因、有去果，形象生动，结构完整。
就是这些看起来挺不起眼的口传心授的民间故事，千百年来不知曾点燃多少民众的爱恨情仇，曾融化
多少民众心中的坚冰。
它如同一股清凉之风，吹散了民众心中的阴霾，扬起了民众心中的风帆。
    流传在保定的民间故事，千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久传不衰，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凝重的阳刚之气是保定民间故事的灵魂历史上的保定地处中原北部，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
界地区，而历代的民族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
于是，保定便成了战争的前沿，辽阔的冀中大地便成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古战场。
在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磨砺中，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厮杀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保定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逆境中抗争，在苦难中求生，从而，铸就了一种保定人特有的
阳刚之气。
    表现之一：不畏强暴，不惧邪恶，勇于抗争，不屈不挠。
“荆轲刺秦王”、“杨家将的故事”、“民族英雄孙承宗”、“铮铮铁骨杨继盛”以及“高蠡暴动”
、“五里岗暴动”、“二师学潮”等故事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上的保定人民慷慨悲壮、大义凛
然的阳刚之气。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传说，“冉庄地道战”、“雁翎队的传说”、“黄土岭大捷”、“狼牙山五壮士”
，这类传说故事充分展现了保定人民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最残酷的岁月里，英勇顽强、机智果敢的大
无畏精神和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思想品质。
聆听这些故事，似乎看到了狼牙山上漫卷的红旗，似乎听到了冉庄村头土地雷爆炸的声响，保定人的
阳刚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现之二：匡邪扶正、豪侠刚直、忠义果敢、疾恶如仇。
“桃园三结义”、“刘备和大树楼桑”、“张飞和张飞庙”、“廉颇的凉甲石”、“武林奇侠孙禄堂
”等故事都表现了这一特点。
刘关张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涿州，但在保定各县均有流传。
保定西郊的廉良村据说是赵国大将廉颇的故里，“廉颇的凉甲石”曾在保定广为流传。
清末民初，望都县出了一名闻名中外的武林奇侠孙禄堂，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武艺高强、
豪侠仗义、济困扶危的故事。
这类传说故事虽然主要反映4,g4J']英勇善战、匡邪扶正、豪侠刚毅、疾恶如仇的思想品质，但阳刚之
气同样流淌在每个人的血管里。
    表现之三：重义守信、侠肝义胆、见义勇为、谦恭礼让。
此类内容的传说故事在保定市区的“胡同传说”里非常普遍。
其中“荷包营”、“秀水胡同”、“唐家胡同”、“元宝胡同”等篇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类故事虽然看不到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听不到阵地上的战马嘶鸣，但在人际交往、睦邻关系的处理
上表现出的宽宏大度、谦恭礼让、重义守信、侠肝义胆的风范和情怀，同样昭示着保定人纯朴厚道、
义重如山的阳刚之气。
    二、浓郁的地域特色是保定民间故事的生命。
地域特色是传说故事的生命，有了地域特色，人们才感到亲切可信，才感到真实有趣，故事才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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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这个特点在众多的人物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中尤为突出。
比如“杨家将的传说”中，杨六郎镇守倒马关、杨六郎大战祁家桥、杨六郎冰冻遂城、杨六郎大战白
石精等等。
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据说“草桥关”就在今天的高阳，“瓦桥关”在今天的雄县，而雄县至今还保留
着当年杨六郎为了防御、屯兵、存粮而挖的地道，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故事中提到的这些地名都在我们身边，人们都耳熟能详，听起来更加亲切可信。
从而发挥了民间故事的感染教育作用，增强了民间故事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物、地名和地方风物传说，同属这一类型。
    三、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保定民间故事的根脉提到保定，人们首先会想到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而
底蕴之深，究竟深在何处？
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证。
在保定市区众多的胡同里，有一条叫“荷包营”。
胡同里住着一户鞋匠，一户秀才，两家相处亲如手足。
一次秀才要出外谋生，便把家中的大事小情托付给鞋匠照看。
时间一长，秀才妻子整天无事可做，难免东家走，西家串。
游手好闲起来。
鞋匠怕有闪失，引起是非，对不起秀才，便提出让她绣荷包去卖。
尽管秀才妻子很不情愿，怎奈丈夫不在身边，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她绣的荷包并没有卖给别人，而是全部被鞋匠托人买去了。
三年后，秀才回家知道了内情，对鞋匠万分感激。
秀才妻子也深受教育，从此更加勤奋。
此事传出后，人们都愿意到这里来买荷包，久而久之，这条小胡同就被叫成了“荷包营”。
这个故事可说是邻里关系的典范。
故事虽然很短，但它厚重的文化内涵却意蕴悠长，千百年来，留给后人无穷的回味和遐想。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小小的“荷包营’，如同从历史的长河中撷取的一朵浪花，折射着保
定古城的生活景况和厚重的文化内涵。
    流传在保定大地上的民间故事，是保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贵的“原生态”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再生的文化资源。
它蕴含着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凝聚着保定文化的深层文化基因，闪耀着保定历史文化的
灿烂光辉，为保定文明的薪火相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留住祖先的文化记忆，繁荣民族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以县为单位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体现了国家对民间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在众多编纂人员的努力下，保定市25个县(市)、区紧跟中央部署，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编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普查、搜集、加工整理，充实提高，完成了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保定市各县卷本的编辑出版任务。
当前。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保定”、“文化保定”的热潮中，此书的编辑出版，对繁荣发
展保定市民间文化。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加速保定市“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建设，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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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传在保定大地上的民间故事，是保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贵的“原生态”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再生的文化资源。
它蕴含着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凝聚着保定文化的深层文化基因，闪耀着保定历史文化的
灿烂光辉，为保定文明的薪火相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留住祖先的文化记忆，繁荣民族民间文化，作者编写了这
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保定南市区卷》。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保定南市区卷》收入了《二郎担山赶太阳》《糖瓜祭灶的来历》《
保定铁球的传说》等故事，适合民俗文化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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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糖瓜祭灶的来历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用糖瓜给灶王爷上供，要是买不到糖瓜，就用粘糕
代替。
人们常说，“二十三，糖瓜沾”。
所以，这一天吃糖瓜、蒸粘糕，已成了祭灶的风俗。
这风俗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传，姜太公奉旨封神的时候，把张奎封了灶王爷，让人们在锅台上供着他。
让他保佑家家人财兴旺，过好光景。
并定为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让他到天庭去见玉皇大帝，报告一年来人间的情况。
可是，张奎这个灶王爷专看人间的缺点，处处挑毛病。
他第一回上天，就对玉帝说了些这家不对、那家不好，这家浪费了多少谷子、那家发霉了几担麦子等
等。
玉帝听了很生气，第二年就没有下雨，庄稼都旱死了。
这年腊月二十三，他又上天对玉帝说：“赵家用肉包子喂狗；李家用大米喂鸡；刘家炖了一锅肉，说
是有了馊味，都倒在粪坑里了。
”还说什么，“今年降雨晚，大秋没有收成，人们都埋怨您，有人还骂您哪！
”玉帝本来就有几分气了，一听人们还骂他，急忙问：“骂我什么？
”“张三媳妇说：‘老天爷呀，你可把我们害苦了！
这颗粒不收，叫我们怎么活哟！
’张三说：‘你喊叫什么，老天爷管什么用，吃饭穿衣还得靠自己拼命干。
”’玉帝问：“老天爷是指我吗？
”“是呀，人们都管你叫老天爷。
”玉帝想：嗯，也对，因为我是管天上的嘛。
又问：“人们还说些什么？
”“还有人骂你不长眼，不干活的享清福，累死累活的倒受穷，太不公平了。
”“那你为什么不照顾照顾穷户呢？
”“他们根本不把我当回事，什么事也不对我说，我怎么照顾呢？
”玉帝很生气地说：“这些人真不懂规矩。
你是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有事应该先找你，有好吃的也该先让你吃嘛！
”张奎说：“吃好吃赖我倒不在乎，有个大事小情的应先对我说说，不然叫我怎么保护他们！
”他看到玉帝生了气，就火上浇油地说：“对我这样也就算了，怎么也不该骂玉帝呀！
”“让他们骂吧。
今年不是旱了吗？
明年多下雨，叫它满院、满地都是水！
”张奎忙问：“那不就涝了吗？
”“就得这么治治他们，他们才知道离开我活不了。
”张奎说：“也是，也是。
”    他们这些话都叫菩萨娘娘听见了。
原来菩萨娘娘有事来找玉帝，走到殿前，听见张奎正和玉帝说话，本想等会再进去，一听玉帝说到要
下大雨整治人们，她急忙走进殿说：“玉帝在上，容我禀告。
”“你有何事，说吧！
”“刚才我走到门口，听见您说今年要把更多的雨水洒在人间，让它成为涝年。
这可不行啊！
”玉帝问：“怎么不行？
”“今年干旱，庄稼颗粒不收，穷人已饿死不少；明年再涝，那得死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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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你之见呢？
”“依我看，为了拯救人们的苦难，明年应当是风调雨顺，让人们得个大丰收，过上好日子，这样人
们会感谢您的。
我想玉帝不会忘记，前年得了大丰收，玉皇庙上人们还为您请了两台大戏呢。
小孩们还唱着歌谣说：‘老天爷，真英明，下透了雨，好收成，家家过上了好光景；蒸包子、摊煎饼
，先给玉皇上大供。
”’玉帝一听，也是。
于是说：“你说的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
可他们对张奎也太不尊重了⋯⋯”菩萨忙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定叫家家尊重他。
”又对张奎说：“灶王，我定帮你这个忙。
可我也要劝告你几句：今后要多体谅人们的苦楚，多替人们排忧解难。
对人间的事，应该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张奎不好意思地说：“是，谢谢菩萨帮忙。
”玉帝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
    第二年果然风调雨顺。
正当人们忙着给那绿油油的禾苗松土除草的时候，菩萨来到了人间。
那一天，张三媳妇给在地里干活的张三去送饭，路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太婆，一手挎着个破篮子，一
手拉着个打狗棍，一步一晃地走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媳妇拎着的饭罐。
媳妇停下来说：“老人家，你饿了吧？
来，我给你倒上一碗！
”老太婆赶紧拿出碗来接，媳妇给她倒了满满的一碗，她一气喝了个光，媳妇又给她倒了一碗，还从
竹篮里拿出一个菜饼子说。
“给你吃吧，吃完了好赶路。
天这么热，饿着怎么行呢？
”老太婆感动地说：“不要了。
你是给干活的人送的，他们还没有吃，我倒先吃了。
”“不要紧的，这是给我丈夫送的，我做得多。
就是做得不多，碰上你也得叫你喝碗粥啊！
”老婆婆瞅着她问：“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叫张三。
”噢，没有弄错，她就是灶王说的那个张三媳妇，心慈面善，好人哪！
老婆婆想到这里说：“我问你句话，你家供着灶王爷没有？
”媳妇不解地说：“供着呀。
我们这里家家都供着灶王爷。
怎么啦？
”“不怎么。
我是想告诉你，在灶王爷面前多上供，有了难事就求他，他是一家之主嘛。
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给他换上新衣裳，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还有，你们得想个办法，让他上天后不说你们的不是，这可是最主要的。
想出办法，要告诉家家照办。
”媳妇正要问她是从哪来的，这话是听谁说的？
一眨眼不见了。
正在四周寻找，只听头上说：“谢谢你的好心，我吃饱了。
”媳妇抬头一看，老太婆在天空飘然而去。
媳妇心想：好奇怪呀，莫非是遇上神仙了？
她把这事告诉了张三。
张三不信，说她瞎说：“你们娘儿们就是神神道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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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心里放不下，越琢磨越纳闷，叫丈夫这么一说，也不知该不该告诉乡亲们。
到了夜里，她在回来的路上又碰到了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对她说：“你千万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
腊月二十三晚上，要想法不让灶王爷上天说你们的坏话，大伙的日子就好过了。
”媳妇急忙问：“你是谁？
”“我是菩萨娘娘，专为告诉你们这事来的。
”媳妇“啊”了一声醒过来，才知道是做了个梦。
她推醒丈夫，又把这话对他说了。
张三说：“我也做了个梦，也梦见个老太婆对我说：‘我把重要事情告诉你妻子了。
你们要不想办法，大伙都要吃大亏的。
’我正要问她什么重要事情，你把我推醒了。
”两口子一说，觉得这是菩萨保佑。
菩萨说的那几件事，别的都能办到，只是怎么使灶王爷到了天上不乱说，这可是个难事啦！
两口子想啊想啊，媳妇说：“有了，咱们打勺儿糨糊，剪个纸儿，把嘴给他粘上不就结啦。
”张三说：“不行，不行。
那样做他会更恨咱们。
再说到了天上，老天爷一看封了他的嘴，那可就惹了大祸了。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在想，既让他欢欢喜喜地上天，又让他说不出话来，你看让他吃粘糕怎么样？
蒸得粘粘的，不就把嘴粘上了吗！
”媳妇说：“好是好，那不如叫他吃糖瓜。
那东西又好吃，又粘嘴，他吃得越多粘得越紧。
”“那咱两样儿都上，反正都是粘的。
”“好！
”两口子高兴地笑起来。
一看窗户，天亮了。
他们赶紧起来，把这事告诉了街坊四邻。
就这样越传越多，很快大家都知道了。
从此，每年一进腊月，家家都买上一张印好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揭下旧的(和
纸一块烧掉)换上新的，上头和两边还用红纸写上对联，右边是，“上天言好事”，左边是，“下界降
吉祥”，上头的横联是，“一家之主”，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接着摆好糖瓜和粘糕，劝灶王爷多吃。
然后烧纸点香，跪下祷告，说些让他高兴的奉承话：“灶王爷，你辛苦一年了。
今天到了天上，好话多说，不是别提。
保佑我们五谷丰收，人畜兴旺⋯⋯”说完磕上三个头，算是把灶王爷送上天去了。
从那以后，年年如此。
据说，再也听不到灶王爷上天后说人们的坏话了。
    直到现在，农村大多数家庭，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还用糖瓜和粘糕祭灶王呢。
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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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总督署古木森荣，莲花池芙蕖争艳。
    大慈阁檐铃叮咚，鸣霜楼钟声悠扬。
    昭忠祠淮阳韵绕，关岳庙古风犹存。
    天水桥百年沧桑，曹公馆几映往事。
    古城保定的历史遗迹便宛如一幅幅瑰丽的画卷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据《宋史》所载，保定市内城池的建筑年代应为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李继宣知保州之时，因保定特有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故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地增扩、
修葺、完善，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也历来被称之为北京的南大门，有“京畿首善之地”的美誉。
    如果说悠悠千载的古城保定是一座魅力文化名城，那么作为保定老城区的南市区，简直就可称得上
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中国古代四大官衙之一的直隶总督署刊刻着半部清代历史；中华十大园之一的古莲花池，作为清朝帝
王行宫，被誉为京南第一园；古鸣霜楼(钟楼)内悬挂着无模铸造的金代大钟；史称“市阁凌霄”的大
慈阁内端坐着高达5.5米木雕观音；淮军公所的古代戏楼颇具江淮风格⋯⋯    当我们徜徉其间，细细地
翻阅浏览这幅画卷时，会引发我们无尽的遐想，是否在这动人画卷的背后还流传着更加动人的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
    走一走老城的街巷，看一看南市区的古迹，每一处历史遗迹、每一条老街旧巷无论从来历还是名称
，都蕴藏着许多奇闻轶趣。
散佚在保定南市区的那些民间故事，就如同岁月长河中的颗颗明珠，散发出璀璨的光芒，静静诉说那
绚烂的过去，成为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拯救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拯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我
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为了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历经一年多辛勤和努力，我们搜集整理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保定
南市区卷》，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老一辈民间故事家们的鼎力相助和有关领导、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再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差错和遗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畔力    2010年10月于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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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拯救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拯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我们
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为了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历经一年多辛勤和努力，我们搜集整理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保定
南市区卷》，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四个部分。
    本书由刘畔力、李文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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