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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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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苏.邳州卷-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内容概要

　　《江苏·邳州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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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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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人是从哪儿来的人咋会说话的人为啥没有尾巴雪和冰雹怎么来的牛郎织女的后代土地老爷为啥没
耳朵铁拐李的腿是怎么瘸的石狮子为啥要摆放在大门口风刮黄石庙会泥马驮赵君传说历史传说汉高祖
探嫂汉高祖观殿黄石公唤鹿张良得兵书无字碑与跪拜石盛金盅韩信瓜九女墩渊德公求雨华佗拜师镇宅
石官湖与《打渔杀家》王明球染胡子山水传说炬山艾山城山望母山呦鹿山双龙山姑嫂山黄石山蛟龙山
一手禅河龙凤鸭河玉龙山与白马河盘龙窝骆马湖蛰龙沟运女河铁佛寺瑞香寺贞女墩双眼井美人庄盘龙
集石牛趴情人崖动植物传说吖姊妹树海棠花蚯蚓为啥没有眼睛猫为啥先吃食后洗脸鹅为啥不吃荤龙爪
的传说蟋蟀的传说白菜与兔子风俗传说腊月二十四为啥祭灶“福”字为啥要倒贴小孩正月不剃头二月
二炒豆子端午煮鸡蛋手拿桃枝走姥娘火纸一刀烧人心新婿上门坐下席四十一岁属驴的由来闹老房的由
来面子床的来历故事馋嘴婆老抄胡圣贤愁神剪狗碑诫友碑遮枣锯树王小二打柴巧媳妇卖菜王小卖豆腐
花子兄弟养麦姑娘大巧和小巧憨伙计描眉公放牛小王小打工何老狠挨整喜礼的故事栗大章告状石碑为
证青灰摺子圈连圈那么书李半仙的故事王拼斗阎王瓜田配王三娶泥胎金丝巴狗孝男得龙女员外选婿桑
要从小育做梦娶媳妇憨有憨福三粒黄豆寻找摇钱树有钱买无市⋯⋯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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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邳北有这样一首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大地万物被烤焦；赤松仙人黄石公，唤绿（鹿）播福乐陶
陶。
”传说黄石公住在黄石山赤松洞的时候，他喂了一只五朵梅花鹿，每天早上放到山上吃青草，每天晚
上黄石公把它唤回赤松洞。
五朵梅花鹿是黄石公惟一的伴侣。
这只五朵梅花鹿是神鹿，是大地的精灵。
五朵梅花有五种颜色：红、绿、黄、蓝、白。
黄石公发现五朵梅花发生红的变化，就知道天下要大旱，便到处喊着：“赤日炎炎似火烧，大地万物
要烤焦”，告诉人们做好抗旱的准备。
他发现鹿身上的五朵梅花变成绿色，便唱着：“大地万物绿油油，天下百姓吃喝不用愁”，告诉人们
辛勤管理力夺丰收。
当他发现五朵梅花变成黄色，他就给大家说：“大地五谷黄橙橙，五谷丰登得安宁”，告诉人们，丰
收要节俭，预备大灾年。
当他发现五朵梅花变成蓝色，他就四处吆喝：“大地万物色暗淡，雨水涟涟禾苗淹”，告诉人们做好
防涝准备。
当他发现五朵梅花变成白色，他就对人说：“大地万物一片白，讨儿要饭无家归”，告诉人们做好灾
年讨饭、天下大乱的准备。
为此，人们十分感激黄石公。
有一天，村里刘公到赤松洞跟黄石公聊天时说：“黄石公，你给大家办了很多好事，村里老老小小都
十分感谢你，可老百姓还要受旱涝的欺负，抗不了旱灾涝灾。
”黄石公感到老汉说的是这么回事，怎么能叫大涝大旱之年老百姓们仍能收成好、过上好日子呢？
送走刘公，黄石公把这话给鹿说了，鹿说：“大涝之时你赶鹿，大旱之时你唤鹿，我跑到山上，你去
山上唤，我跑到田里，你到田里唤。
”黄石公认为鹿说得对，给大地唤绿，给人民播福，不就圆了百姓的心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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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绿柳才黄半未匀”，正是早春时节。
编就《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邳州卷》，沐浴在明媚的春光里，心情很舒畅。
说不尽的话题，又涌上笔端。
邳州，古称“下邳”。
地处江苏北部，位于苏鲁交界。
陇海铁路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穿南北。
东近海滨城市连云港，西临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北控齐鲁，南蔽江淮”。
总面积20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60万。
市政府设立在运河镇。
邳州的“邳”字，颇为古奥，外地人往往认不得，读不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邳，奚仲之后，汤左相仲虺所封国。
”奚仲是夏朝的“车正”，主管车马的长官。
仲康时，奚仲受封薛地，迁都于邳。
履癸之际，其裔孙费昌叛夏伐桀，废邳国号。
商汤即位，奚仲后裔仲虺领封复建邳国，其时都城很大。
所以，“邳”便用“丕”和“邑”（F）这两个字所组成。
“丕”，大；“邑”，城。
“邳者，大邑也。
”夏商封邳，为邳州建制之先河，掀开了邳州五千年的文明史。
周改邳建徐，邳州为徐国所辖。
秦置下邳县（公元前221年），是为邳州称县之始。
至南北朝，下邳归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改下邳县为邳州。
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邳州为邳县。
公元1992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定名为邳州市。
邳州历史悠久，古迹众多。
夏禹有遗庙，殷商留废墟。
周穆王会楚伐徐，徐偃王败走徐山。
春秋风云变幻，晋吴会盟良壁地；战国烽烟弥漫，韩妇殉节青陵台。
武原圮下，秦砖汉瓦，张良名传千古；王莽改制，光武中兴，刘秀兵进下邳。
三国群雄逐鹿，马迹亭遗址犹在；两晋名士辈出，葛洪井旧貌尚存。
南北对峙，石屋寺久经风雨；隋炀暴戾，大运河引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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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邳州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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