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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忆的河床    呈贡县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杨绍斌    呈贡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在“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三万多年前，滇池东岸的龙潭山上，昆明人祖先点燃起文明的火种。
从此，呈贡民间故事便沿着祖先的足迹在呈贡大地流传。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村一寨⋯⋯民间故事流传过的地方，美丽而神奇；“庄跻开滇”、“沐英征
梁王”⋯⋯民间故事讲述过的人物，鲜活而形象；宝珠梨、豌豆粉、板凳龙⋯⋯民间故事浸润过的风
物，醇厚而甜美；真善美、假恶丑⋯⋯民间故事折射出的道理清晰而透彻。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呈贡民间故事在田间地头，在闹市小巷，在房前屋后，在火塘边、谷堆旁流
传，记录下先辈的奋斗、文明的足迹和百姓的喜忧。
民间故事是呈贡人记忆的河床——用记忆的碎片，拼接出呈贡美丽的往昔，更映衬出呈贡明天的辉煌
。
    朝往夕逝，岁月犹存，民间故事讲述着昨天的呈贡，而呈贡的今天则会被岁月锻造成又一个昨天。
当新的城市、新的标志逐渐取代曾经的风景，我们今天如火如荼的呈贡新区建设，必将浓缩成一个个
更加鲜活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呈贡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留下永不干涸的
文明河床。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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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是由15(市、县、区)卷组成，它们是：宜良县卷、石林县卷、
嵩明县卷、晋宁县卷、安宁市卷、富民县卷、禄劝县卷、寻甸县卷、官渡区卷、五华区卷、盘龙区卷
、西山区卷、东川区卷、呈贡区卷、昆明市精选卷。
这套书共四百多万字，近两千个故事，涵盖了昆明所有县市区，是昆明地区民间故事的集大成者，是
昆明民间故事最全面、最集中、最权威的体现，堪称昆明的“一千零一夜”。
本书是其中的呈贡区卷，书名为《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呈贡卷)》。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呈贡卷)》由管世恭、艾如茂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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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粗糠宝 故事发生在蒙氏南诏中期，呈贡、宜良、澄江三地区交界阳宗海旁的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庄有一两百户人家，其中有一房洪姓，夫妻二人年近四十，生得一女，二老爱如珍宝，取名翠
莲。
翠莲长到十五六岁时，出落得花容月貌，胜似出水观音。
一日秋天，翠莲同村中小女伴们，到村北十余里的老爷山上摘马缨花。
一路上嬉笑欢闹。
山上有一个天然生成的石人，形如一个武将，被人们呼为石将军。
几个小女伴来到石将军面前，开玩笑道：“来来来，我们几个掷提箩，套石将军的手，哪个套上，哪
个就嫁他为妻。
”几个女孩就开始用手套，一个也没有套上，只有翠莲随便一丢，就套在石将军手上，众女孩拍手笑
道：“就是你嫁他了，他就是你的石将军姑爷。
”说罢大家欢笑着走了。
不料弄假成真，是夜翠莲在家里睡得迷迷糊糊的，蒙咙中见一个身着披风内穿铠甲的男子和她同宿，
天一亮就走了，来去无踪。
一日三、三日久，翠莲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父母大惊，问女儿肚子为何大的原因？
翠莲便将丢提箩套石将军的事说了一遍，父母听了，半信半疑说：“今天晚上如果他来，你用一个线
团，穿上一根针，在他去的时候，插在披风上，第二天你尾着线去找看是何人。
”女儿依计而行，第二天尾着线去找，找到石将军前。
见针还插入石将军石缝内，便回家告知母亲。
母亲默默无言。
家丑不可外扬，叫翠莲不要外出，待十月分娩后再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十月临盆，生下一男孩，豹头环眼，哭声如雷震。
母亲瞒着女儿，将婴儿埋在粗糠内，想将他闷死然后埋掉就完了，哪料今天去看没有闷死，明天去看
也没有死，一连七天七夜不但活着，还长大了许多，心中不忍又抱回来抚养。
因而名叫“粗糠宝”。
 粗糠宝长大到七八岁时，聪明伶俐，智慧过人，兼之力大无穷。
每天同孩子们在山上放牛，作行军布阵，他发号施令井井有条。
奇怪的是：他手中的那棵牛鞭杆，作指挥棒，得心应手，要变哪样就变哪样。
一天在山上放牛，天气太热，大家渴得要命，伙伴们叫他去阳宗海西岸，呈贡三十亩村后面山上，摘
几个桃子来解渴。
他就将牛鞭折放在阳宗海面上，呵一声变，就成一只小船，飘过海西岸去了，不多时船载着一挑蜜桃
而归。
日子过得也快，不觉间粗糠宝已满十六岁了。
一天晚上，粗糠宝睡熟了，梦见一个身穿甲胄外罩披风的将军对他说：“我儿，我就是你的生父石将
军。
姓段，封为本地土主，今后你的名字就叫段宗榜吧，你是玉皇大帝座前的御猫转世，玉帝有御鼠五只
，全靠你看管，由于你下凡人间后，御鼠就偷跑了，到下界作乱，闹得东京（南诏时期昆明称东京）
人人不能安生，声势浩大，非你不能平伏，今南诏主出榜招贤，能平伏‘五寇’（即五鼠）者，拜相
封王，赏赐丰富，正是我儿出头露面之时。
明天你来我的脚下，将我的那口宝剑带去，每夜我来教你武艺及兵书战法，助你成功！
”说毕飘然不见。
粗糠宝一觉醒来，父亲的嘱语犹在耳畔。
第二天一早他就抬着锄头来到老爷山石将军处，将土刨开，果然有一把黄金镶嵌鲨鱼皮鞘的宝剑。
抽出一看，金光耀眼，寒气逼人；顺手一舞，冷风飕飕，冷风吹过之处，麦地麦穗纷纷落地。
心中大喜，背回家中向母亲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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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糠宝每夜练武，不到十天工夫，就将父亲所教的武艺及行兵布阵学熟了。
他背上包袱，辞别母亲，到东京城揭榜，南诏王见他相貌魁伟，英俊威武，声若雷鸣，但不知武艺如
何，叫他当面表演，见他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大喜，暂封他为平寇将军。
南诏王说道：“今有五个匪寇，带领着三万人马，号称‘五鼠’，搅乱东京，十分猖獗，为害不浅。
今你带二万人马前去征剿，平伏之日，重加升赏。
”粗糠宝领命，前往东京与五寇交战，一战之下五寇败退。
不到一年将“五鼠”追至老爷山南麓消灭，只有一鼠侥幸逃脱，故今民间有鼠。
其余部众冰消瓦解。
镇压四鼠之处，后来长出小山峰，称为鼠峰，至今犹存。
段宗榜得胜班师，封为平寇王，给假一月回家祭祖。
消息传到粗糠宝老家十八村，论理他是有功于民，又封为王，应当是五里铺毡、十里搭彩来迎接他才
是，但村中人说他是姑娘养的，虽然官居显职，可是名声不正，因此只派了几个外地招来的姑爷去接
。
粗糠宝问：“为何只你们几个人来，其余的人到哪里去了？
”姑爷们说：“他们不来了。
”他问乡亲：“为何不来？
”他们说到这里忙忍口不说。
粗糠宝问为何不说下去？
姑爷们说怕王爷降罪不敢言。
粗糠宝说：“但说无妨，我不怪罪你们。
”“他们说你是姑娘生的，名声不好不来迎接。
”段宗榜一听大叫一声昏倒于地。
待人们将他扶起用凉水喷面，慢慢地才醒转过来。
段宗榜无颜进村，大声骂道：“这里十八村实是可恶，我生不能报此恨，死后也要闹你个人死，马、
牛遭瘟，叫你家家都要招姑爷。
”说完就一头撞在石头上自杀了。
果然他死后不久，阳宗海边十八村到处发生瘟疫，人、畜死亡大半，这村也说见粗糠宝现身作祟，那
村亦说见粗糠宝显圣。
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坐卧不安。
后来这村子三代人不招姑爷的没有一家。
十八村商量赶快在涌金山建一座寺，塑粗糠宝的真身站像在正殿上供奉，取称万福寺。
塑像奇特：头戴盔，身穿甲，每只脚踏着一鼠，每手拿着一鼠。
只有四鼠，那一鼠哪里去了？
听说原来口中也咬着一鼠，他张口说话就逃了。
故今世上还有老鼠为害。
站像旁边有一香木雕成的粗糠宝小像。
在每年旧历正月初二，十八村就开始迎粗糠宝（小像），一村一天，正月十八日归殿。
参观迎佛期间，家家留客，不管你是外县的、本县的一律留住食宿，哪家客人留得多，才能人畜安康
，万事如意。
这一风俗一直保持下来。
说也奇怪，十八村这样一做，果然人畜平安，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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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根据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云民文字[2006]1号文《关于编辑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通知》以及昆明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关于做好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昆明卷工作意见》的精神，在呈贡县委、县政府以及
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文化局、呈贡文化馆的关心领导下，呈贡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8年3月初步完
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呈贡卷》电子稿和电脑打印稿的编纂工作。
最后交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统一印刷、出版发行。
    1995年9月内部出版《呈贡民间故事》之后，民间故事的搜集没有终止。
如今在原基础上，加入新收录的故事，再次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
明·呈贡卷》，不是老生常谈，也不是烧饼回炉。
    首先在此感谢原呈贡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的顾问范德喜、主编管世恭以及编委同志们，没有他们
在20世纪90年代打好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同时更要感谢记录者和讲述者，是他们热心于呈贡的民间文学，多年来深入基层，进村入户，广泛采
风，从汇集的大量民间口头传说、神话、故事中，筛选出比较精粹的民间文学，而形成今天这本民间
故事集锦。
    本稿在原有《呈贡民间故事》篇目的基础上重新采集增加了62篇，共160多篇。
并按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辑体例要求对全书重新进行编辑、校稿。
与此同时，增加了反映我区民间特色文化、风土人情、山川名胜及相关景观的彩色照片、呈贡民间故
事家小档案，力求使本书做到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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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亦深表感谢。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呈贡卷》从采编、校正到成书，每篇作品都凝聚着讲述者、记录
者的心血，融汇着组织者和编者辛勤操劳的汗水。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热心于民间文学的同志和专家们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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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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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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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