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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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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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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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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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氏民间故事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
无论是故事、传说、笑话等，经过代代传承，大部分都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爱憎分明，形成一种“好人好报、恶人受惩”的结局。
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听众的心理企愿和感情寄托，成为民间故事长期流传、生生不息的思想基础。
    卢氏民间故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在卢氏县相对封闭的地理大环境中，抑或在卢氏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相同共有的民间故事在卢
氏这块土地上都被赋予了卢氏特色，尤其是语言和结构，特别是明显不同的地方语言，如土话、方言
等，都注入了卢氏的特色和要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
    卢氏民间故事具有突出的民俗性。
可以说卢氏民间故事是在卢氏深厚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发展并流传开来的。
无论讲和听卢氏民间故事，都像在欣赏一幅幅鲜明的卢氏民俗文化风情图：色彩斑斓，摇曳多姿。
    卢氏民间故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它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人民群众是创造和传承它的第一生产者。
无论有无文化或文化高低，在漫长的岁月里，民间故事的流传是人民群众生活娱乐的主要活动之一，
它寄托着百姓的理想、企盼和希冀，感情的好恶与爱憎。
它是一部教科书，具有最广大的受众面。
    卢氏民间故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它长久在民间流传．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讲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流畅平实。
或意境深沉，或诙谐幽默，或高低起伏，或妙语连珠，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启迪，给人以教育与警示
。
经过人民群众智慧地创造和加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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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久以前，卢氏西南山人去卢氏城都得路过熊耳山的大风岭。
当年大风岭，山高林深，风景奇秀，庙宇恢弘。
这一年双槐树秀才封生，接朋友邀请到横涧赴宴，回来路过大风岭，天色已晚，准备在庙里住宿。
庙里先来有一人，膀宽腰圆，络腮胡须，说话瓮声瓮气，一脸剑侠之气。
二人相见叙话，说得投机，互通姓名。
络腮胡子说：“在下复姓公孙，单字赞，看如今世道黑暗，不求仕进，专以云游四海名山和铸剑为生
。
”二人叙过年庚，公孙长封生两岁为兄，二人烧香结拜为金兰之好。
公孙饮至半酣，封生如厕，回来路过厢房，见廊下锁着一只纯白狐狸。
白狐见了封生，两眼流泪，似有求生之意，封生心软，就想救它。
回房向公孙问起白狐之事，公孙说：“今日早上我起早练剑，不想它闯到我的剑下，被我捉住，一张
白皮纯净无杂毛，正好做一件坎肩，兄弟如果喜爱就送给你好了。
”封生道谢：“承蒙赐爱，不胜感谢，不过小弟不忍看到杀生，请看在薄面上放它一条生路如何？
”公孙说：“既送给你，就是你的东西，生杀悉听尊便。
”封生听罢，谢过公孙，就到廊下解开绳索，放走白狐，白狐走时再三回头，似有感激之情。
这一夜杯来盏去，直喝到二更天气才分头安歇。
次早约过后会有期，就分手而去。
　　说起这封家只有父子二人，封翁六旬以上，性情耿直。
封生是个不习农事的秀才，老母和媳妇先后去世，家务由老翁一人操持，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转眼月余，一日夜里，风清月白，封生在院中乘凉，忽见东边墙头趴着一位白衣女郎向封生窥视
。
封生走近她，看她长得像白牡丹花似的美艳动人，面带微笑，招招手，不来也不走。
封生再三邀请，并搭上梯子，她才翻墙下来，这一夜二人云雨绸缪，十分惬意。
问女姓名，答言：“邻女胡娘。
”封生十分爱悦，与订永好，胡娘应诺。
从此夜来昼去，约半年有余。
封翁一日夜起，听见封生房中有说笑之声，隔窗窥见一女子在床，封翁大怒，把封生唤出，罚跪在地
指责说：“家道如此清贫，指望你求学上进，谁知你如此浮荡，别人知道了，败坏你的名声；别人不
知道减少你的寿命。
”封生哭告知悔。
封翁又指责女子说：“女子家不守闺戒，做出这等丑事，玷污自己也玷污了别人，以后还如何做人？
”骂罢愤然离去。
胡娘哭着对封生说：“老伯责骂，实在羞愧，你我缘分到头了。
”封生拉住胡娘手说：“有老父在，我不能自己做主，娘子如有情谊，请忍羞含垢以图后好。
”胡娘泪如雨下，劝他说：“我与你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越墙钻穴，怎能白头。
邻村有一美女，你可托媒说合。
”封生说：“家贫如洗，生活尚难维持，哪有金银说妻。
”胡娘说：“你在家等候，明晚我替你打算。
”说罢洒泪而去。
到第二天夜里，胡娘果然又来了，带来白银四十两，说：“二十里外白玉山上有一姓涂女子，年已十
八，姿色过人，因为索要财礼过重还没有聘定，你去不要心疼银子，一定能成。
”说罢别去。
　　第二天，封生假托文友会文，暗带银两往白玉山寻访。
涂老翁是个老农，听说公子是个秀才，又见公子仪态端庄，举止大方，心里已有几分敬意。
就是怕他拿不出彩礼故而有些吞吐，封生知其心意，就将纹银倾倒桌上，问：“这些可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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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翁大喜，请邻居一个学生作中人，书写生辰八字和聘定文书。
写毕，封生入内拜见岳母，岳母房间狭窄，女儿靠着母亲坐在炕边，见封生羞怯低头。
封生稍稍端详，虽布衣荆钗，倒是神情仪态不俗，封生心下暗喜。
涂翁告诉封生，到时不必亲迎，等准备几件嫁妆，即可送去，于是涂翁与封生找来皇历，查定日子就
回去了。
回家后谎说由文友撮合，涂翁只重人品不要财礼，婚礼定在某日。
到了那日涂翁果然将女儿送来，简单举行了合卺之礼，也就完事了。
　　婚后，公公务农，涂氏操持家务，夫妻恩爱，老少和睦，日子虽然清贫，还能勉强度日。
过了两年，生了一个儿子，起名“贵儿”。
清明这天，夫妻抱着儿子给母亲扫墓，回来的路上偶尔遇见了乡绅万氏。
　　万氏早先是个监生，因家中有钱，在县衙里谋了个师爷的差事，和县官吃喝逢迎，称兄道弟，逢
年过节没少给县官送过东西，在县衙里，官不大可吃得开，交友也广。
后来因断一桩案子，接受犯人贿赂将案子错判。
谁知苦主京里有亲戚，下来查访重审，把案子翻了过来。
万氏也因受贿被开除回乡，退居山林。
虽然师爷不干了，可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别人也奈何他不得。
　　清明这天，万氏也上坟扫墓，路上遇见涂氏，见其容貌俊秀，心里思慕，问村人，知是封生媳妇
，想封家贫穷，想用重金诱惑企图占有，派家人传言试探。
封生父子闻言大怒，对其家人指天画地，诟骂万端。
家人鼠窜而归，添言加语，回报一番。
万氏听了也怒不可遏，派家丁数人，窜到封家，将父子二人按倒在地，毒打一顿。
涂氏正在屋里喂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忙把儿子丢到床上，披头散发出来拦挡，被万氏家人架上就
走。
封氏父子伤残，小儿哇哇直哭，邻人同情扶到床上，几天后封生拄杖能起，封翁气填胸臆，呕血而死
。
封生大哭，抱子上告，县衙袒护，冤不能伸，后来又听说涂女不从万氏，碰壁而死，好端端一家竟被
万氏搅得家破人亡。
封生又伸冤无门，气急难忍，常想伺机刺杀万氏，又考虑万氏出门护从甚多，孩儿幼小无人可托，苦
思冥想，夜不能睡。
　　还在封生大仇难报之际，忽一日，公孙赞突然来了，进门就问：“兄弟有何难处，招兄来此？
”封生诧异，公孙掏出一纸上写：“兄弟有难，快来相救，愚弟封生。
”封生心里奇怪，一时无暇思想，就把万氏如何杀父夺妻之事叙说一番，并央求公孙氏带看小儿，他
去与万氏拼一死活。
公孙赞说：“带看小孩乃妇人之事，你自任之，报仇一事由愚兄代行。
”封生连磕三个响头，公孙提剑出门而去。
封生怕万氏怀疑自己，就抱着孩子跑到鹿角沟脑，藏在密林之中。
这天夜里万氏一家熟睡之际，有人翻墙而入，杀死万氏父子三人及一妻一妾。
万氏家人具状告到县衙，并一口咬定此事定是封生所为。
县官不敢怠慢，立即派捕役捉拿封生，封生已经逃走，更坚定了对封生的怀疑。
万氏家人引着官差各处寻找，当找到鹿角沟脑时，听见有小孩哭声，寻声追去，将封生逮住，小孩哭
得更凶，众差役听着烦躁，夺下孩子丢到树林，把封生解回县衙听审。
县官问：“如何杀死万氏？
从实招来。
”封生说：“我白天进山，他夜间被杀，况我手抱孩子哇哇直哭，如何能越墙而入？
”县官说：“既然你未杀人，为何逃入深山？
”封生无话可答，县官令收监关押，封生说：“我死不足惜，黄口小儿有何罪过，丢到山中喂狼？
”县官说：“你杀万氏一家五口，伤你两命你还亏吗？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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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生语塞。
县官随即叫来学官，革去封生“秀才”功名，脱去青领蓝衫，杖打三十，戴上手铐脚镣，等着上报刑
部核准，秋后问斩。
　　这天夜里，县官在后衙刚刚睡着，听到“喀嚓”一声，县官大叫而起，举家惊醒，掌灯寻找，见
一匕首，锋利雪亮，剁床入木寸余，牢不可拔，离颈部只在数寸之间。
县官魂魄尽丧，命人荷枪遍寻，竟无踪迹。
第二夜县官令衙役前后把守，县官刚一睡着又听见“嗖”的一声，头发被刀削去半边，兵役毫无所见
，县官心里暗想：莫非是我断案不公，上神惩罚警示。
于是就细细琢磨封生一案，杀死万氏恐非他所为，又一想万氏已死，也无所畏惧，于是就呈报上书说
：“查无实据，非生所为”，将封生释放。
　　封生回到家中，家徒四壁，日无度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幸邻人怜悯，馈赠一升八合，勉强度
日。
想到自己惨遭横祸，几乎灭门，自己刻苦读书，清苦半生，如今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宗序已断，不觉
嚎啕大哭，捶枕捣床，不欲苟活。
正在此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还有小孩咕哝说话之声，封生开门，听见一女子说：“大冤昭雪，特
来庆贺。
”听声音耳熟，自己审视，原来是胡娘，手拉一小儿，嬉笑胯下，封生见了胡娘顾不得问及详情，抱
住放声大哭，胡娘也抱住封生痛哭。
　　哭了一会儿，胡娘把小孩推到封生跟前说：“快叫爸爸！
”孩子牵住胡娘衣襟，怯生生地两眼望着封生不肯张口。
封生这时才仔细打量，原来是自己的贵儿，已经长大懂话了，惊喜之后问胡娘如何得到贵儿的。
　　胡娘笑笑，慢慢地说：“早先，我说是邻家侄女，那是谎话。
我其实就是你在大风岭救下的那只白狐，修行五百年能变成人身，我就居住在鹿角沟脑的洞穴中，人
们说的仙家洞其实就是妾的府第。
有人看到一位常在老鹰岩头和人下棋的白发老翁就是家父。
有人看见每天早上在朝阳峰上练习吐纳之术的翩翩少年乃是家兄，我姐妹三个我是老三，人称三娘子
。
数年前那日我们姐妹在熊耳山大风岭游玩，不想被公孙赞用妖术降住，不是公子相救，我就没有今日
了。
为报公子救命之恩，我亲荐枕席，不想被令尊诟骂，才荐涂氏自代，不想又遭此变故。
那日夜晚我听见小儿哭声，一路寻来，又看到差役把你捉走，我就把贵儿领回洞中抚养，今已半年过
去，你的大难也已平息，特意将孩子送来与你团聚。
”封生听毕挥泪致谢，接着又问道：“公孙赞如何得知我有难呢？
”胡娘说：“你冤枉难伸，终日思想着要与万氏拼命，这如何使得？
我就想到你的盟兄公孙赞，可那时公孙赞已去陕西华山，是我怕你轻入虎口，就昼夜兼程，持书往报
，才请来与你报仇的。
”封生又问：“那涂氏可是狐类？
”胡娘说：“涂氏是涂山氏的后代，虽非狐类也不是人类。
”封生再三致谢，看着贵儿依偎在胡娘身边寸步不离犹如亲母，竞不认父亲了，心里确实感激，就说
：“娘子于我有再造之恩，恳请娘子留下，结为长久夫妻，共同扶养贵儿长大，你看如何？
”胡娘说：“你不嫌我是异类有辱尊严吗？
”“如今世道险恶，人心不古，实实是人不如狐呀，我们就长相厮守吧！
”　　从此以后，胡娘早起晚睡，洒扫庭除，又请人牵葛藤修苫草屋，又出钱购来织机，亲自纺织，
又租种田地，雇人耕种，邻里听说胡娘贤慧也愿意帮忙资助，约半年把封家调理得妥妥帖帖，又差人
向县里学官送去银两恢复了封生“秀才”功名，又由封生哀求县官判还涂氏尸骨，葬于父母坟前。
又过了数年，家有积蓄，置田修房，居然成了小康人家，胡娘织布耕田比农家妇女还能干，虽风吹日
晒，相貌却不见憔悴，即在严冬里皮肤仍柔腻如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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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年贵儿也长大了，由封生亲自教导，十九岁中了秀才，第二年乡试、第三年京试，居然连科
及第中了进士，被调往苏州做官去了。
贵儿走后，封生和胡娘，也不知所之。
五十年后听说有人在仙家洞口看见过胡娘，仍然年轻如初，还有人说仙家洞没被破坏以前有人看到过
一个白衣女子出入仙家洞，那就是胡娘，但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这洞里确实藏有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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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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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