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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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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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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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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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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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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剑先生、副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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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1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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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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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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说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俩。
父母早亡，家里很穷。
伏羲整天在山上开荒种地，中午不回家，女娲就把馍饭送到山上。
有一天，女娲上山给哥哥送饭，快到山顶时，路边有个白胡子老头，向她伸着手说：“好心的姑娘，
可怜可怜我，给点饭吃吧！
”女娲看老头可怜，就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馍给了他。
第二天中午，女娲上山送饭，老头仍在那个地方向她乞讨，还说一个馍吃不饱，再给点稀饭喝吧。
女娲心肠好，又给他盛了碗稀饭。
从此以后，每天的中午饭女娲就多做一点，路过时给老头盛一碗，再给他两个馍。
老头只把稀饭喝了，说馍要留到晚上和明天早晨吃。
女娲很同情老头。
一天中午，伏羲刚吃完女娲送来的馍饭，忽然起了大风，抬头一看，只见东南天边，黑云夹着雷电，
滚滚而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掉下来，兄妹俩赶紧收拾了碗筷、农具，急急忙忙往回跑。
等在路边的白胡子老头上前拦住他们说：“大雨已到，你们回不了家啦，赶快到那边的石洞里去躲雨
吧，这大雨要下七天七夜哩！
”说完，一眨眼，老头不见了。
他俩跑进老头指给的石洞，见里面摆着大堆晒干的白馍。
原来这是女娲送给那个老头的，他没有吃，全晒干放在洞里了。
天低云暗，雷鸣电闪，“哗哗”的倾盆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
到了第八天，云散天晴，兄妹俩走出石洞一看，都惊呆了！
只见山下洪水滔滔，一片汪洋，把人畜田庄全都淹没了。
他们没了家，只好在石洞里住了下来。
又过了七天七夜洪水才落，可人间就只剩他们两个人了。
为了生存，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把洪水冲毁的田地，又重新开垦出来，种上庄稼。
日月如梭，转眼间七八年过去了。
女娲看哥哥快三十岁了，自己也已二十七八岁，都还是单身，两人要不结婚，就不能生养后代，他们
死了，以后世上就没人了。
她想，只有跟哥哥结婚，才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可是哥哥不提这事，自己又不好开口，就整天闷闷不乐想心事。
伏羲见妹妹愁眉苦脸，不言不语，就问她：“你有病了，不舒服？
”女娲摇摇头说：“不是。
”伏羲又说：“你干活太累了，那你就歇歇吧！
”女娲又摇摇头说：“不累。
”伏羲说：“那你到底是怎么啦？
”女娲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红着脸低下了头。
伏羲见女娲不好意思说，开导她说：“世上只有我们兄妹俩了，你有话不跟我说，还能跟谁说？
说得不对，我也不怪你。
”女娲问：“哥哥，你今年多大了？
”伏羲说：“快三十岁了。
”女娲说：“俗话说，男大当婚，你这么大了，也该找个媳妇啦！
”伏羲听后笑了笑说：“憨妹子，我到哪儿去找呀？
世界上已经没有女人了。
”女娲连声说：“有，有，有⋯⋯怎么说没有？
我看只怕是你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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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说：“有？
在哪儿？
我怎么没有看见过！
”女娲调皮地说：“你怎么睁着大眼说瞎话？
明明天天看见，咋硬说没看见呢？
”伏羲又说：“我真的没看见，你说到底在哪儿？
”女娲羞红着脸说：“就在你眼前。
”伏羲明白了，连忙说：“不行！
不行！
自从盘古开天以来，哪有兄妹结婚的规矩？
”女娲说：“我们不结婚，没有子孙不就断种了？
以后我们老了，干不动活了，叫谁养活？
死了叫谁去埋？
’’伏羲被问得张口结舌，可他还是认为兄妹不能结婚。
女娲就说：“那咱们去问问那边山洼里的青竹，看它怎么说。
”他们到山洼里问青竹。
青竹说：“天下再没有别的人，你们兄妹可成婚。
”伏羲听了，用脚把青竹踩倒在地，抽出腰间的柴刀“刷刷刷”几下，把青竹剁成一节一节的。
当他起身要走时，见那青竹一节一节连接住，又直起了身。
只是原先光溜溜的竹竿上有了节。
从此以后，竹子的子孙后代，身上都有节了。
他们往回走的时候，遇见了一只大乌龟，就去问乌龟。
乌龟说：“天下再没有别的人，你们兄妹可以成婚。
”伏羲听了，上前一脚，就把乌龟壳踩碎了。
可是乌龟没有死，马上又长好了。
只是原先光光的脊背上，留下了一道道的伤痕。
从此以后，乌龟的子孙后代，背上都有了遗传的伤痕。
哥哥不同意，女娲一赌气，也就不再提结婚这回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就是十来年。
这年春天，伏羲带妹妹到田间去播种。
女娲见田野里桃红柳绿，鸟鸣草长，再看看哥哥和自己，都日渐苍老了，就对伏羲说：“哥哥，我看
今后就不用播种了，让田里自己长庄稼吧。
”伏羲说：“憨妹子，不播种田里咋能长庄稼？
不长庄稼我们吃啥？
”女娲说：“不长庄稼也没啥，我看今年咱的粮食也够吃了。
”伏羲说：“够今年吃也得播种呀！
不然，明年不就断了种了？
”女娲说：“人眼看就要断种了，还怕庄稼断种？
就是庄稼不断种，世上没有人了，长出来粮食叫谁吃哩？
”伏羲知道了妹妹话里的意思，想了想又说：“人该不该断种，我们要问问天意！
”女娲问怎么个问法。
伏羲说：“我到南边山上烧一堆火，你到北边山上烧一堆火，要是两堆火升起的烟能合到一起，就说
明这是天意，我们就结婚。
”女娲说：“那就试试看吧！
”南北山上两堆火都点起来了，女娲就跪在地上祷告：“天有意，烟做媒，保佑我俩结成婚，世间人
类不断根。
”两堆火越烧越旺，两股青烟升上了天空，它们越升越高，越靠越近，渐渐地合成一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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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看了，再也无话可说，兄妹俩就插草为香拜了天地，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恩恩爱爱，生儿育女，繁衍了后代。
据说，现在夫妻间称兄道妹的习俗，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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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义马卷)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现已面世。
这是我市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硕果。
它的出版对于培养民族精神，保护、挖掘、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央关于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部署正式启动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实施本项目以来。
河南省、三门峡市都相继对《全书》提出了统一的要求。
为加强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领导，我市成立了义马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
议。
确定编选规划和工作原则，并确定成立了编选委员会。
编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指示精神，在时间紧、人手少、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克服困难，
勇于奉献，为《全书》的成书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根据上级要求，在本书资料的收集和编纂过程中，成立了三套工作班子。
一是由乡级负责，统一部署，选择村及民间的文化艺人和热爱文艺工作的人员收集整理资料；二是由
市抽调有专业工作经验的同志深入基层收集并帮助整理资料；三是编委工作人员收集已成书和已发表
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
然后汇编成册。
在编选过程中本着四条原则：一要保持原创作品的原汁原味，严禁造假，杜绝赝品，对原始资料允许
适当整理，但只限于改正讹漏字和规范文字，不允许加入水分，也不允许把几个故事综合整理。
二要同一作品的一同记录或版本以及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差别较大的一并收入。
三要内容有点野性的，如荤故事、情歌等，只要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可以适当保留。
四要作品中方言土语、风土习俗要尽量保留，不易明白的地方用注释解决。
全书忠实保持口传文学的特点与地方的民族色彩。
内容仅限于神话、传说、故事、笑话等四个方面，体现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原则。
成书后由主管领导审阅、签字，然后付印上报。
本书除民间上报和下基层收集的部分资料外，主要资料来自原已成书和发表的资料，其中有古长友、
茹炳勤的民间故事集《唐正智破无头案》，戴景琥主编的《义马民俗志》和《义马村志》，邓安邦负
责编辑的《义马文艺》，徐海龙的《义马历史故事》等书。
以上资料的作者和编者，冒着酷暑和严寒四处收集、座谈，或夜以继日整理、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
。
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在宣传部领导韩芳、李纪从等的具体指导下，参与本书县卷本编辑的主要是陈素梅、邓安邦和王遂朝
同志。
他们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辛勤工作，精心筛选、整理、编辑，为本书的出版费尽了心血。
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我市宣传部、文联、广播电视局、文化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彭百
顺、何宝贵、谢英伟、李学梅、高建伟、张宝成、张磊等都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书还得到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文联、文化局、群艺馆的大力支持，卫峰、负更厚等领导同志不时地
以各种方式给予热情地关心指导和帮助。
在此，我们一并对给予关心和支持，并为本书作出贡献的各级领导和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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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义马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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