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1988997

10位ISBN编号：780198899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白庚胜　总主编

页数：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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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陕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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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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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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县柴洼乡黄河南崖，有一座半岛(距龙潭村不远)，岛上有一个石峰，活像一头雄狮，当地人就叫它
“狮子头”。
狮子头下面，有一个深潭，潭里的水发黑色，人们叫它“黑龙潭”。
这个潭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
有人曾用禹王庙门前的大旗杆插到里面，也没有探到底。
黑龙潭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从这个潭里能看出第二年收成的好坏。
每年冬天，黄河封冻后，黄河两岸的人从冰河上过往时，都要看看这个黑龙潭。
如果潭上结一层冰，透过冰层看到下面一潭黑汪汪的水，那么第二年就是一个丰收年；如果黄沙漫潭
，下面看不见水，那么第二年就要遭年成。
为什么从黑龙潭里能看出来年收成的好坏呢？
据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上古的时候，天下大旱三年，庄稼颗粒不收。
有一个穷家姑娘叫玉凤，父母都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几天没饭吃、没水喝了，两个老人嘴唇干得裂开了口。
到哪里去弄水呢？
河干了，井枯了，地里干得冒烟。
闺女没办法，只得到龙王庙里求雨。
闺女跪在庙里整整求告了一天，不但求龙王降雨救她的爹娘，还求龙王救全村的百姓。
她的诚心感动了龙王的儿子小黑龙，夜里偷偷降了一场雨，救了许多人。
但是小黑龙却为此事触犯了天条，玉皇把他关在三门峡谷的一个深潭里，这就是黑龙潭。
小黑龙被关到潭里后，感到很气闷，就想了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
一天夜里，玉凤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王太子模样的人来到她家门口，愁眉不展地说：“我是东海龙
王的小太子，因为降雨救灾，犯了天条，被关在狮子头下面的黑龙潭里。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
”玉凤是个好人，听说小黑龙因为降雨受这么大的罪，心里很不平。
她说：“只要你能得救，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因为你会降雨救人，我什么也不会。
”小黑龙说：“要救我也很容易，只要把狮子头下巴上的一块圆石疙瘩打掉，我就可以出来了，不过
，要打掉这块圆石疙瘩，还得⋯⋯”小黑龙的话还没有说完，天上闪了两道亮光，他就不见了。
第二天玉凤醒来后，梦里的事还记得很清楚，她感到奇怪，急忙跑到狮子头上一看，果然有一块圆疙
瘩石头。
她找了块大石头。
站在上面使劲地敲。
敲了半天，那圆疙瘩石头怎么也敲不下来。
玉凤一闭眼，又看见小黑龙来到她跟前说：“昨晚给你托梦，叫天神发现了，不准我和你说话。
现在我告诉你，这块圆疙瘩是把天锁，只有用神钥匙才能打开。
”玉凤问：“神钥匙在哪儿？
”小黑龙说：“你往上走四里，在左家沟的黄河当中有一块老君列石，列石下面有一条石缝，缝里有
颗珍珠，那就是神钥匙。
”玉凤听到这话很高兴，一睁开眼，小黑龙又不见了，刚才的话还清清亮亮地在她耳边响着。
于是她顾不得劳累，一口气跑到左家沟。
因为当时黄河已经干枯，所以她一下子就跑到河心的老君列石旁边。
她趴下身子一看，果然石头下面有条裂缝，不过里面长满了老蒺藜。
她不顾蒺藜有刺，伸手进去一把一把地拽了起来。
拽得她双手鲜血直流。
当她拽完最后一把蒺藜时，眼前突然一亮，一颗明亮的珍珠从里面滚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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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抓住珍珠就往狮子头上跑。
到了狮子头，玉凤用珍珠往疙瘩石上一碰，只听得“吧嗒”一声，圆疙瘩掉了。
玉凤身上的劲已经使尽，一松气，“扑通”一声昏倒在地，手里的珍珠也滚跑了。
玉凤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
她手里的珍珠没有了，就往地下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她知道事已办成，就回家去了。
原来那颗珍珠是老君的法宝，玉凤用过以后，老君就把它收回去了。
黑龙潭的天锁被打开以后，小黑龙就从潭里逃了出来。
他不敢回东海，就成了四海游荡的野龙。
不过他更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天旱的时候，总要兴几场雨解救老百姓。
玉皇知道这事以后，就派了许多天神天将去抓他。
小黑龙虽然本事不小，但到底寡不敌众，终于被抓到天庭。
玉皇厉声问道：“大胆孽龙，以后还敢不敢犯天命，偷降雨了？
”小黑龙理直气壮地回答：“天旱降雨，理所应当，救灾救民，为啥不敢！
”玉皇大怒，马上下旨把小黑龙斩了。
斩了小黑龙，他怒气还不消，气冲冲地说：“民女玉凤私放小黑龙，罪也该死。
”说罢玉皇又下旨命雷公去处死玉凤。
雷公奉旨来到三门峡，见玉凤正在门口做活，就用一个霹雳打死了她，又烧起了一阵天火把她的尸体
烧为灰烬。
玉凤无辜被害，冤气冲天，她的骨灰合成一团升到天空，要去寻找小黑龙。
再说小黑龙被斩以后，化成一股黑气飘到三门峡，正好遇到玉凤的骨灰，便合到一起，钻到黑龙潭底
下去了。
天下大旱的时候，这股黑气就往上升，化为乌云，又降下雨来。
玉皇看到这事，心里更加恼火，但因小黑龙已经被斩了，黑气有神无形，所以没法治他们。
玉皇想不出好办法，就对天神天将们说：“谁有办法制服小黑龙，我重重有赏。
”话刚说完，只见风神走近说：“臣愿前去一试。
”玉皇十分高兴，命他马上动身。
风神来到黑龙潭边，“呼呼”地刮起了大风，只刮得满天黄沙，天昏地暗。
小黑龙没有防备着这一手，一团黑气被刮得东飘西散。
风神得意洋洋地把黄沙卷进潭里，把潭漫平，然后去领赏了。
这一年天下遭受大旱。
黑气被刮散以后，聚不到一块，四处飘荡。
这时老君云游天下，为小黑龙的精神所感动，就用手一招，散在四处的黑气又聚到一起了。
老君从葫芦里拿出一颗避风丸化进气团说：“只要做得对，不怕化成灰；好事任你做，坏事切莫为。
”说完这话，老君吹了一口气，把黑龙潭里的黄沙全部吹出来，黑气又钻进潭里去了。
以后，每年冬天，风神就与黑气斗法。
黑气有了避风丸，不容易被吹散；但风神也有各种各样的法术，双方各有胜败。
如果黑气被风吹走，黄沙漫平了黑龙潭，那么这一年就要遭年成。
如果风神被黑气赶跑，潭里是黑汪汪的水，那么这一年就能获得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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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终于正式出版了，她的诞生在陕县民间文学史上又写了灿烂的
一页，也是陕县群众文化工作者向全县人民献上的一份丰厚礼物！
这卷民间故事集编纂的基础是一九八八年油印成册的《陕县民间文学集》的资料本。
记得当时市县有关领导对这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文化工程十分重视和关心，组成了领导小组，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深入民间搜集、采录和整理。
尤其在组长、原县文化局局长刘安璋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副组长焦光民、员更厚和主编杨军茂，副主
编杨建厚、刘邦项等同志通过长达数年之久的不懈努力，为资料的编辑工作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特别是致力于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文化局剧目组组长杨军茂、张茅乡白土坡村农民、民间文学工作者
刘邦项等，他们对文集的出版所作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的名字也为人们所铭记。
县委、县政府对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十分重视，成立了编纂委员会，认真
研究制定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
具体组织实施这项工作的陕县文化馆立即组成阵容强大的采录编辑队伍，在保障单位日常工作的前提
下，克服了时间紧、人员少、任务重，要求高等困难，大家积极主动，乐于奉献，冒酷暑、顶严寒，
走遍全县大部分乡村，深入民间，走村串户，获取了大量的原生态的民间故事素材，为之付出了汗水
和心血。
经过历时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使《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得以完成出版。
他们是县文化馆馆长尚根荣、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杨建厚、副馆长张冬平、虎艳丽、张琦、秦仙绸、
张冬霞以及韩淑梅、薛冬红、赵君虎、尚力、张海霞、刘永君、刘春华、宋红霞、姚仙娅等同志，在
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陕县卷》的编纂体例，体现“全面性、代表
性、科学性”的原则，注意题材的广泛，内容的丰富，尽量保持故事的原汁原味和地方特色。
同时注重突出品牌故事，收集文学价值高、开发潜力大的传说故事，在原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编
。
或增补、或删减、或修改，尽量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注重故事的历史环境和口头传播的大众性
，并把主要精力放在挤掉水分上，从而保证了县卷的整体质量。
这本县卷的编纂工作受到市县各级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县委书记高战荣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县卷本撰写了前言，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崔飞飞、县政府副
县长潘新乐对县卷的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多次过问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孟军、赵立夫、县文化局局长张续涛、湖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聂武堂、三门峡市
群艺馆馆长员更厚、原县文化局局长刘安璋、县文化局副局长徐邦虎、阿姣以及任建平、唐群果、王
庆立等同志都十分关心县卷本的编纂工作，在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民间文学工作者杨军茂、刘邦项、莫非等同志也对这项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值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并为此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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