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卷>>

13位ISBN编号：9787513008075

10位ISBN编号：7513008078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白庚胜　总主编

页数：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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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洞头�>>

前言

春天的故事(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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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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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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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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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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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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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欧剑先生、副总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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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慨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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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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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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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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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成汉语文县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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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动机我们妁最初动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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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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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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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

内容概要

　　洞头位处瓯江口外，濒临东海，由168个岛屿组成，素有“百岛之县”的美誉。
县域总面积893.3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00.3 平方公里，辖3镇3乡，总人口12.7 万，分布在14个住人
岛上。
居民中三分之二操闽南话，三分之一操温州方言。
洞头历史悠久。
据文物考证，早在三千五百至四千年前，洞头列岛就有人类活动，晋时开始有移民。
南朝“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之，于元嘉三年（426年）任永嘉郡守时，曾在洞头的青岙山（今大门
岛）建望海楼观赏海景。
唐宝历年间（826年），温州刺史张又新上岛寻楼未果，作《青岙山》一诗感怀，收入《全唐诗》中。
洞头“外截海洋，内资三江”，历来为兵家所重。
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朝廷在大门、鹿西岛建兵寨始，到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人
民解放军两次解放、一次保卫战、三次进剿，最后彻底解放洞头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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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浪鼓屿-
　　横止岛
　　狮嘴口
　　观音礁
　　女儿礁
　　牛鞭礁
　　小门石头塘
　　小门戏台岩
　　胜利岙鸡母孔
　名胜传说
　　半屏山
　　仙叠岩
　　观音训狮
　　金银滩
　　斧头礁
　　状元岙
　　白龙屿和双抱人岩
　　石和尚
　　龟岩
　　龟屿和蛇屿
　　背蛙岩
　　蟒赶坑和海龟岩
　　陈三镜和五娘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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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冠
　　泗洲宁海禅寺
　　三鼎金和三鼎银
　动物传说
　　鲎
　　蛤蟆鱼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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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北岙北岙原来很荒，没人住，岙边山坡都是野草、杂树。
有一年，一个外地逃荒人带着一家人，逃荒来到这所在。
两翁某白天顶着红日头，夜晚向着满空星，起早摸晚烧杂草，搬乱石，垒地坎，一直干了三七二十一
日，好容易才开出了十几块小小山坡园。
附近岙一个渔财主知道这事，带着管家来了，讲：“嘿嘿，你住我祖宗岙口，开我祖宗山园，连个招
呼都不打，太不讲情理了！
年底缴十吊钱的地租来！
”逃荒人明白，渔财主是雷公打豆腐——专门欺软的。
可是，虾仔斗不过恶鲨，只好打断嘴牙齿连血吞，认了。
当时正是春二月，逃荒人在新开山坡地上撒下金瓜籽。
瓜身才冒出两片叶，两翁某就忙了。
北岙缺水，他们到几里外的西岙挑；一路上，洒下的汗水比挑来的溪水还多。
新开地野草多，他们又锄又拔，除掉的野草杂树根跟小山一样高。
两翁某就这样苦心照管。
不久，金瓜伸藤了，结蕾了，开花了。
一开，开了几千朵。
可是，说也奇怪，十几丘地，几千朵花，统共只有一朵是母花！
第二日，几千朵公花全凋谢了，母花结出一个小金瓜仔，有拳头这样大。
十日过去了，满山瓜藤没有再开花，金瓜仔还像拳头。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满山瓜藤全枯了，那金瓜仔还只有拳头大。
十几丘地才结这么个小物事，填不得肚皮，抵不得租钱，逃荒人看着，真伤心啊！
渔财主带着管家上门讨租。
逃荒人把实情讲了，请求宽容一季，以后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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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卷》，感慨良多。
    从陆域面积和人口总数看，洞头是个小县；从民间故事的蕴藏和发表出版量来看，洞头可以说是个
“大”县。
从1979年有组织地开展民间文学采风活动开始，三十年来，全县民间文学工作持续不断，1980～1986
年专题采录海洋动物故事，1987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2004～2008年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其中的三次高潮。
三十年采录的民间文学资料，单是民间故事，就多达1300余篇300多万字，编印了《洞头民间故事》四
辑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洞头卷》，正式出版了《东海鱼类故事》、《海洋动物故事》、《西施
贝——海洋药物故事》、《虾兵蟹将的故事》、《虾子学艺》、《洞头海洋动物故事集》等专集。
《东海鱼类故事》获全国首届(1979～1982年)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海洋动物故事”被列入全国“
非遗”名录。
    是生活在百岛这片蓝土地上的洞头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了这么多鲜活形象的故事；是县民间文艺工
作者协会，组织指导了这么多次的田野采风活动；是一大批热爱民间文学的同仁们，抢救了这么多珍
贵的文化财富。
正是在这么好的工作基础上，从这么丰富的资料中，我们根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委员会和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团在杭州召开的“2004年工作会议”精神，编纂了这个县卷本。
全书共收入故事近二百篇约30万字，渔民渔俗传说、海洋动物故事、岛礁村岙传说占了较多篇幅，体
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编选中，我们力求保持原有的讲述风格，尊重两种方言的差异性，也充分考虑到了记录者的不同手法
。
对于由此造成的在阅读上的一些不便，尚请谅解。
    感谢县委、县政府对民间文学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感谢县委宣传部把本书列入“文化洞头”建设
的资助项目，感谢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知识产权出版社的
指导和帮助。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lO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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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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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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浙江(洞头卷)》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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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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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