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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激励人的向上斗志，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丰富人的精神生
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民闻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口头表达为主、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它扎根于民间，流传于市井，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富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富。
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块美丽富饶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
各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源泉，因此，流传
在富民的民间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本土故事传说的发生发展，又有外采故事的拓展和延伸，具有
明显的地方特色。
    在富民县加快“山水园林卫星城，宜人宣居新富民”建设之际，按照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安排
，由中共富民县委宣传部、县文化体育旅游局、县文联、县文产办组织收集、编写的《中国民间故事
全书·云南昆明·富民卷》（以下简称《富民卷》），首次较全面地对我县民间的优秀故事、传说进
行抢救、发掘、收集成册，这时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及推进富民养生基地建设，都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富民卷》所选编的故事、传说，大部分是讲述富民山川风物、风俗习惯、当地人物事件等内容的
传说、故事，地域性强、内容丰富、民族风味浓郁。
从内容上看，本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传承性。
民间故事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并根据时代特点丰富和发展，沿袭至今。
而这种传承不仅仅是故事情节本身，在流传过程中。
人们结合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貌，对故事的思想和内容进行了不断地丰富和演绎，使之日趋
完善。
    二是娱乐性。
在知识传媒匮乏的年代。
民间故事以其质朴、诙谐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多彩的内容，成为劳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
主要依托，帮助人们消除疲劳，陪伴人们度过无数的夜晚。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讲故事的情景：在烈日当空的绿树下，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男士老幼囤坐一圈，长
辈娓娓道来，听者遐思回想，其情悠悠。
其乐融融。
    三是教育性。
本书中的故事传说。
大多是以惩恶扬善为主要内容，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忠贞等蔓好品质，鞭挞那些残暴贪婪、
懒惰不孝等丑恶行为。
这种旗帜鲜明的衰善惩恶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人们的思
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
    《富民卷》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富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通俗易懂，寓意
深刺，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县绚丽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化
中的一朵奇葩，是一本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勤劳淳朴的富民人民将会继承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征
程中奋发图强。
创造出新的无愧于时代和子孙后代的“故事”和“传说”。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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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段华礼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的故事传说。
大多是以惩恶扬善为主要内容，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忠贞等蔓好品质，鞭挞那些残暴贪婪、
懒惰不孝等丑恶行为。
这种旗帜鲜明的衰善惩恶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人们的思
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起来翻阅《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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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很久很久以前，富民县散旦乡廖营村出了个仙人，叫张丰。
 张丰出身贫寒，生下地爹妈就天天背着他到田地里做活。
七岁那年，张丰由于家中无钱供他上学。
只有天天跟着爹妈到田地里玩耍。
 有一天，张丰拾到一个有拳头大小非常好看的石头，他将石头带回家中，天天拿在手中玩，时间一长
，玩厌了，就把石头丢在屋子里。
 说来也奇怪，这石头放在家里竟然一天天地长大了。
家里人觉得碍手碍脚的不方便，就把石头抬出屋外放在天井石坎边上。
又过了几年，这石头竟长到要两个壮汉才抬得动，人们都说，这是一块仙石。
 张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家中依然贫寒，就跟村里的大人们挑炭到昆明城里卖了，买米度日。
伙伴们挑担上路时，张丰还没煮早饭，人们等不得，只好先上路走了。
可到了半路上休息的地方，他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因为经常如此，人们都叫他“神人”张丰。
 张丰长年挑炭进城卖，慢慢攒到了一些钱，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宽余了，他就不必天天出门卖炭。
空闲时，他常和村里的孩子们玩耍，约着伙伴拿鱼摸虾，小伙伴们都非常喜欢他，他自然而然成了娃
娃头。
 有一天，一个小伙伴不知听谁说，京城里非常好玩。
就要张丰带他们去玩。
张丰答应了伙伴们的要求。
他找来一根竹竿，又拿来一些稻草，扎成一条草龙，叫他们骑在草龙上。
坐好后，他告诉伙伴们把眼睛闭上，不能睁开，手要抓紧，如谁不听话，就不能去京城了！
伙伴们齐声答应，闭上双眼，拉紧稻草，草龙就腾空而起。
不多时，草龙慢慢落下，他们睁眼一看，才知京城已经到了。
张丰在每个人的手里画了一个圆圈，让他们去尽情地玩耍。
 京城里非常热闹，人来人往，穿红戴绿，熙熙攘攘。
小伙伴们玩得很高兴，就连张丰也看得眼花缭乱。
玩了整整一天，到晚了谁都不愿离开。
张丰怕家里的大人着急，立刻招呼他们骑上草龙回家。
飞起后，有一个很聪明的小伙伴想：京城这样好玩，我一定要看看路是怎样走，以后自己再来玩。
他想着想着，不觉睁开眼睛。
他眼一睁，忽然头一晕，就掉了下去。
 摔下来以后，看着伙伴们飞远了，他急得直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肚子哭饿了，人也哭累了，想到自己身上没有带一文钱，怎么办呢？
这时他想起，来时张丰在自己手心里画过一个圈，抬手一看，手心里有一个铜钱。
他抠下这个铜钱，准备买东西吃。
谁知抠下后。
手心里还有一个铜钱，一连抠下数文，原来画圈的地方还有。
这个小伙伴有了钱后，也不哭了。
就在京城里尽情地玩耍。
这一耍不知过了多少年，小伙伴已长成一个大伙子。
 一天。
皇宫管金库的人突然发现，金库的钱不在了很多，急报皇帝。
皇帝大吃一惊，立刻就下令搜拿偷盗金库的贼。
查来查去，发现使用金库铜币的只有一人，这人就是张丰的小伙伴。
经审问，他就将全部经过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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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令，捉拿张丰进京。
这下可害了张丰全家，消息传来，张丰父母急坏了。
差人还未进家，已把张丰吓得钻进大瓮里躲起来。
差头知道他躲在瓮里，把大瓮抬出外面亮处查看，但瓮里没有人，对着瓮里叫喊“张丰”，却又听到
瓮里有回答的声音。
差头没办法，只好把大瓮抬走，一路上喊喊走走，走走又喊喊，生怕他途中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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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播电视还不普及，广大农村群众最经常性的文化生活，就是看书和听故事。
那时，人们集体劳动，在劳动中或是休息时，总会听到有人讲故事。
故事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故事，也有“三言”、“二拍”等话
本故事，还有“聊斋”等鬼狐故事。
但更多的，还是有关本地山川风物、风俗习惯、历史人物、事件等方面的民间故事。
前一类故事书卷气浓，流传范围广，讲故事的是少数读书人；而后一类故事，讲故事的人数多，有的
可能连大字都不识。
这类故事，大多带有地域性，没有固定的文本，思想艺术性参差不齐，基本上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
。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大农村变化很大，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有了精彩的电视剧，讲故事、听故事的人渐渐少了。
有很多反映地方山川风物、民间传说等方面的优秀故事，随着讲故事人的逐渐老去，正面临着失传的
危险。
    富民县委、县政府对民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许多年前就由县文化部门搜集整
理并油印了一本五万多字的《富民民间故事》，对保护富民民间故事资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根据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安排，昆明市将编辑出版《中国民
问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每个县区一个分卷，这对弘扬各地的民间文化遗产，扩大各县区的影
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富民县委、县政府及宣传、文化部门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顾问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为编委会主任，县委宣传部、县文化体育旅游局、县文联相关领导为编委
会副主任及主编的编纂委员会，及时开展工作。
    按照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安排，民间故事全书的编辑体例包括三部分：一是神话，二是传说，
三是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富民卷》（以下简称《富民卷》）共搜集民间故事136篇，其中三分
之二左右的为文化部门多年来搜集整理，三分之一左右的是本次深入农村搜集或是根据资料整理所成
。
这些故事中，神话较少，大部分是传说和故事。
    《富民卷》大部分是讲述富民地方山川风物、风俗习惯、当地人物事件等内容的传说、故事，地域
性强，内容丰富、民族风味浓郁。
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讲述富民山川风物及地名来历的传说，如《螳螂川的传说》、《飞来树》、《
还记得村的来历》、《彝族祖公牌位上为什么要供山竹根》等。
二是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等美好品质，鞭挞贪婪懒惰不孝等丑恶行为的故事，如《一女打金棺
》、《石将军》、《麻姑的故事》、《石头嘴》、《娇惯的人》等。
这一类故事所占比例最大，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也很明显。
三是歌颂忠贞的爱情和美满姻缘的故事，如《姑娘坟》、《书生姻缘》、《我只要黑炭钱儿》等。
四是歌颂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故事，如《罗英秀才》、《说自莫指白，罚你三石麦》、《三个匠人》
等。
这些故事，内容大多是教人勤劳向善的，对传承地方文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新型农民都有
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由于这些民间故事从古流传至今，产生于科学不发达、文化不繁荣的封
建时代，里面夹杂着很多因果报应、神仙赐福等封建迷信的东西，对人们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广大读者务必睁亮慧跟，取其勤劳向善的精华，弃其封建迷信的糟粕。
    《富民卷》是一部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故事书，为了体现地方特色，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在搜集整
理过程中，我们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语。
这些方言土语，有的我们已在文中作了注释；有的结合上下文，是很容易弄明白的，我们没有作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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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每篇故事的结尾，我们都注明了该故事的流传地区、搜集地点、搜集时间、讲述、记录（整理）等内
容。
由于搜集时间跨度大，有的具体时间已不确切，这种情况，我们便统一注明2005年或2006年。
    《富民卷》的编辑出版，是编委会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扎实工作的结晶，尤其是县文化馆做了大量
的前期搜集整理工作，耿有权、陈朝荣等同志提供了反映富民风景名胜的照片，功不可没。
同时，该书得到了省、市民问文艺家协会的精心指导，昆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对书稿进行了
编审，在分类和规范性方面作了调整，形成了最后的文稿；《富民卷》的编辑工作得到了县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各乡镇的大力支持。
在此，编委会对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对各位同志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同时，也由于人力、时间、经费等多种原因，该书的编辑还比较粗糙，书中疏
漏错误在所难免。
对此，敬请读者谅解。
    从老辈人那里听到的故事，伴着我们成长，给了我们真善美的启迪，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
遗产。
这些故事，情节不一定十分的曲折动人，语言不一定非常的优美动听，但我们没有权利将其遗忘。
相反，将这些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是文化部门和每一个文化人的神圣职责。
    让我们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吧！
    编委会    2007年12月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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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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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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