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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天的故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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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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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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过去了，无人问津；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还无人问津。
少年心想，王羲之真正是哄骗自己，不然，既然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画，怎么无人买呢？
少年早已不抱什么希望。
到第五年春夏之交，王羲之给一位官老爷写了两个字，其中一个字是“福”字，官老爷看到给他写的
两个字中，“福”缺少一点。
官老爷问王羲之：“你写的福字缺一点，你是看不起我吗？
”王羲之看到官老爷有点生气，解释说：“那一点，在四年之前，我已经卖给了一位少年，现在不能
再写了。
”官老爷连忙问：“你给多少两银子卖了？
”王羲之回答说：“五百两。
就是不知字画还是否在那少年家里，倒很难说。
如果在他家里，可能你仅拿五百两银子买不回来。
”官老爷又问：“拿一千两银子如何？
”王羲之肯定地说：“一千两银子就差不多。
”王羲之给官老爷说清了那位少年的家庭地址，官老爷心想，既然挂名人字画，就不能挂错别字；挂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画，就更不能挂错别字，多出几两银子，是小事。
他又想，少年的家离他家，远在三百里之外，于是官老爷立刻差遣心腹之人，带上千余两银子，骑上
快马上路了。
两位差役一路风尘，走了三日，访到那位少年的村子，问那位少年说：“四年前，大书法家王羲之给
你写的那幅‘主’字现在在不在？
”少年脱口而出：“在。
”那位少年方悟王羲之说的话一点不假。
“卖多少钱？
”“给多少钱也不卖！
”两位差役焦急地说：“一千两银子卖不卖？
”“不卖。
出多少钱也不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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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漳县是一块古老、壮丽而又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这块神奇的沃土上，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雄伟奇丽的山水风光，番汉交汇的民俗风情都蕴含着优
美动听、生动鲜活的民间故事。
（漳县叫“古今”）这些植根于大山深处、街头巷尾的“古今”，是漳县乡土历史演绎的真实写照，
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聪颖智慧的艺术结晶，是一笔宝贵的社会文化财富。
漳县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基本是见多识广的年长之人。
其内容上至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下到田间地头、人间万象，无所不涉。
其中许多故事情节曲折，人物鲜活欲出，风趣幽默，生动感人，读后令人久久不忘，余味无穷，非常
适合劳苦大众回味和欣赏。
2008年漳县政协采编、印行了《漳县民间传说故事》（上下册）一书，将多年来散落田野的口头文学
整编为笔墨同步传播的书面文学。
该书面世后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大家认为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在到处充
斥着浮躁之气的今天，漳县政协的老同志竟然能沉到民间默默无闻地去采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这
不能不说是某种奇迹。
社会对我们劳动的认可让人十分欣慰，更受鼓励和鞭策。
今年，我们在中国民俗协会副理事长、兰大文学院教授柯杨的关怀指导下，于《漳县民间传说故事》
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充实、提高、完善工作，克服万难，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应该由一批专业人员数
年才能完成的一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甘肃·漳县卷》。
该书共有民间故事160余篇，根据柯杨教授的学术观点和意见，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四部分，
其中传说包括人物、盐井、地名、风俗、动植物传说五类，故事包括幻想、生活、人物故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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