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序

总 序

山西省文化厅厅长 张明亮

这是一套面向农村，供广大农民朋友阅读的文化丛书。它

涉及戏曲、曲艺、民间歌舞、民间工艺、民间故事、民间笑话等

多个门类，涵括了编织刺绣、建筑装饰、酿酒制醋、剪纸吹塑、

冶铁铸造、陶瓷漆艺等林林总总的艺术形式，是老百姓熟悉的

艺术，是我们身边的艺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这些民间艺术、民间工艺，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记忆，它

伴随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行程，是文明的印迹；作为地域文化

演进传承的历史回声，它积淀并体现了三晋文化的精粹，是三

晋儿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睿智的创造。但是，随着整个

社会特别是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这些深深植根民间的艺

术开始远离我们的生活，淡出我们的视线甚至面临危机。保护

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艰巨的历史责任。

2004年，我国加入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山西四大

梆子、平遥推光漆、绛州澄泥砚等 138项文化遗产陆续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个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正在构建，古老的民间艺术、民间

工艺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推介它，探究它的美，使之融入

时代，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肩负的使命。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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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的初衷之一。

作为一套面向农村， 供广大农民朋友阅读的文化丛书，

“丛书”的编写遵循以下原则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知识性。“丛书”在简洁的文字间包含了大量的知识

点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举凡所涉及的各艺术门类、各技艺

形式，不仅介绍其历史渊源，勾勒其艺术特点，而且尽可能跳

出具体艺术、具体技艺本身，发掘其文化内蕴及其与华夏文明

演进的内在联系，探抉其间潜藏的历史文化元素，揭示其文化

基质和美学特质，见微知著、征引有据，令人开视野、长见识。

二是实用性。“丛书”的编写着眼于“用”，力避虚浮说理，

力求利学可用。 它以贴近农民文化生活、贴近农村文化实际、

贴近农民文化消费为原则，以满足农村读者文化娱乐、艺术鉴

赏及文化生产需求为立足点，使“丛书”不仅读得懂而且用得

上，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三是趣味性。“丛书”编写力求生动有趣，轻松耐读，具有

可读性。 它针对农村读者的欣赏特点、审美习惯，对读者阅读

兴致给予充分关注。 无论题材选择、编写体例、语言风格都特

点鲜明。 它内容集中、段落简短、文字精练、描述生动、图文并

茂、深入浅出，把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获

得知识的同时也享受阅读的愉悦。

“丛书”即将付梓印行，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期待今后能有

更多更好的农村文化读物问世。

201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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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山西民间故事》是《山西农村文化丛书》之一，旨在简洁

而又全面地反映山西民间故事的产生和流传概貌。 本书共收

入流传在山西各地的神话、传说、故事近六十篇，八万余字。

本书所使用的“民间故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人民

群众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大致可分三大类，

即：神话、传说、故事。其中以传说居多，包括人物传说、景观传

说、地名传说、地方风物（土特产）传说、风俗传说、动植物传

说、戏曲传说等；故事其次，包括幻想故事、鬼狐精怪故事、帝

王名人故事、家庭生活故事、爱情婚姻故事、成语民谚故事等；

神话主要指上古神话，包括创世神话、洪水神话、人类起源神

话等。这些传说故事大多以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生动

而取胜，反映了人民群众朴素真挚的情感和劝世人行好学善、

盼望社会安宁的良好愿望。

为了方便阅读， 本书在编排体例上按照地理区域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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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划分为五大片区，即：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太原、晋

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每个片区都包含以上三种题

材的若干故事。有的故事流传在不同地区，情节或主人公名字

略有不同， 以最著名之起源地或有明显故事中风物痕迹的流

传地为准，在附记中简述。有的附记说明了故事的有关背景材

料。对故事中的方言、习俗、人名、地名、古迹及专用术语等，在

其后以圆括号作适当注释；需注释词多次出现者，只在首次出

现时加注。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选取的都为至今流传广泛、妇孺皆知

的古代民间故事，没有收录现当代故事，望读者见谅。

对我而言，编写此书是一次精神享受。 在此之前，无论是

读书还是工作， 从没有对山西民间故事作一仔细的梳理与编

排。感谢这次编写机会，感谢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工作

人员！

由于编写者的学识和能力有限，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难免

出现失误，恳请广大读者、专家及学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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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山西民间故事产生的地理、历史、人文基础

山西， 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又因古属晋国而简称

晋。 背负青天， 鸟瞰山西这片由东北斜向西南形似桑叶的方

域，西望陕西，东临河北，南接河南，北接内蒙，东西宽约 380

公里，南北长约 680公里。 国土面积 15.6万平方公里，人口

3392万，辖 11个市 119个县（市区）。 山西地形较为复杂，境

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境内大部分地区

海拔在 1000米以上，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2/3以上，中部纵

贯南北为一系列串珠状盆地。 主要河流有黄河、 海河两大水

系。黄河流经本省西南边境，有著名的壶口瀑布、龙门急流；汾

河发源于北部管涔山区，流贯中部盆地，至西南入黄河，全长

约七百公里，为黄河第二大支流。运城附近的解池为本省最大

湖泊，是一古老的内陆盐湖。 山西东有太行为之屏障，西有大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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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民 间 故 事◎

河为之襟带，南控中原，北扼大漠，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

中原腹地的天然军事、贸易、文化“走廊”。

山西矿产分布广、种类多、储量丰富，目前已发现的矿种

120余种，探明储量的 62种，其中储量居全国前 10位的有 34

种。煤炭、煤层气、铝矾土、耐火粘土、珍珠岩、镓等储量居全国

首位。山西素有“煤乡”的美称，已探明煤炭储量 2600亿吨，占

全国的 1/3。 煤炭品种全、品质好，广泛分布于大同、宁武、西

山、霍西、河东和沁水六大煤田。野生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已发

现的陆栖动物 439种。 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1种。

省鸟褐马鸡为世界闻名的珍稀鸟类。 共有高等植物 182科、

2700多种，有红豆杉、山白树等国家级保护植物 13种。著名特

产有杏花村汾酒、平遥牛肉、沁州黄小米、清徐陈醋等。

山西大河汹涌，山岳峻峨，黄土丰厚，民风淳朴。集此精灵

之气，山西人在漫漫长史中，用粗粝的大手，托起一方灿烂的

文明。 早在 180万年前，即中国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踏

上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晋南芮城大（黄）河拐弯处的一个叫西

侯度的地方，点燃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第一把火，从

此，开启了一个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丁村文化”、

“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下川文化”等，从南到北，旧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数量居全国之冠。进入新石器时代，山西又成为

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文

化遗址分支类型（如著名的“陶寺文化”）在山西各地星罗棋

布，驰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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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人文三祖）都曾把山西

作为活动的主要地区。中国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都曾在山

西境内建都立业，分别为“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

（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夏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

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南部。商代，山西是商的主要统治

区。周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山西境内崛起。秦、汉、魏、晋

时期，山西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山西是北朝统治的中心地带，

而且北魏曾以平城（今大同）为都，之后的东魏、北齐也曾以晋

阳（今太原）为“别都”、“陪都”，这对促进山西的发展起了积极

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

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

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有唐一代，山西一直

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著称于世。 到五代十国，

山西仍然对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宋辽时期，山西进一步繁荣，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主要发

达地区。元代，全国共 11个行省，山西与山东、河北，并称为元

朝“腹地”，大同、平阳（今临汾）、太原三城则成为黄河流域的

著名都会。当时山西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明，曾

受到当时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盛赞。

元末明初，中原连年战乱，灾荒频繁，而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

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成为明初向外移民的主要地区。明代，设

山西行中书省于太原，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统管山西五府三

◎概 述

3



山 西 民 间 故 事◎

州。商业迅猛发展，领全国之先。晋商和山西票号开始崛起，著

称中外。 清代，正式设立山西省，开始称为“山西”。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山西的经济、文化发

展受到严重破坏。 但是，山西人民英勇地抗击了外敌的侵略。

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山西人民进行了更加顽强

的斗争，在三晋大地上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平型

关大捷、百团大战、上党战役永垂青史。 1949年 4月，全省解

放。9月，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从此揭开了山西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几十年来，山西人民为全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山西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

最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 有中国唯一的

女皇帝、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有白袍将军薛仁贵，有中

国的“武圣”、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张辽，有唐朝名相狄仁杰、裴

度，有抗击匈奴而名垂青史的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有创立

“制图六体”的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王勃、王

之涣、王维、王昌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

柳宗元，有宋朝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有金朝文学家、诗人元好

问，有元曲四大家中的三位著名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

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画家傅山，清末维新

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等。山西，人杰地灵，代不乏人。而

其中晋商的足迹更是踏遍华夏、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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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给山西这块宝地留下了丰富的人文资源。 古

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雕塑壁画、古

塔古墓、佛道圣地、险堡雄关以及革命文物、史迹等，从北到

南、珠串全省，构成了山西古今兼备、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目

前，全国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 70%以上在山

西境内，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有 119处之多。

许多将石刻、壁画、彩塑融为一体的建筑显示出惊人的经济和

人文价值。 大同的云冈石窟、悬空寺以及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

恒山；朔州的应县木塔、崇福寺；忻州的五台山、芦芽山、代县

杨家将故地；太原的晋祠、双塔寺、天龙山石窟、窦大夫寺；吕

梁交城的玄中寺、卦山和天宁寺、文水的则天庙；晋中的平遥

古城、昔日晋商的豪宅大院；临汾的尧庙、洪洞县的大槐树、广

胜寺、吉县黄河壶口瀑布、侯马晋都遗址；运城的解州关帝庙、

芮城永乐宫壁画、夏县司马光墓、永济黄河铁牛、永济普救寺

和莺莺塔等都是各具特色、闻名遐迩的人文景点，为人们欣赏

山西古建艺术，石雕、彩塑、壁画艺术，品味宗教文化、黄河文

化、晋商文化、根祖文化等三晋风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资

料。 其中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五台山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苍莽雄浑的自然景观和质朴厚重的人文景观相呼应，造

就了山西人民坚忍不拔、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文

化性格。 这种相对稳定的地理山川环境，这种具有三晋特色、

代代相传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发生的历史变迁，无

疑对山西民间故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大量的民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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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故事在这里不断孕育产生， 并伴随着山西地方历史的发展

而世代传承。

二 山西民间故事内容综述

山西民间故事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可谓无所不包，无所

不讲， 它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活环境和特有的民间文化艺术

活动中不断传播与演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如以体裁

归纳，大致有神话、传说、故事三大部分，且每一部分的各个品

种均有涉及。

神话作为民间故事的一种体裁形式， 是远古先民所创造

的反映自然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

想性的故事。 在文字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神话是人类最早的

语言艺术的口碑文学，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原始社

会到奴隶社会初期，大量原生形态的神话，就是在这个特定的

历史时期产生的。 诚然，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有些古老的神

话已逐渐淡化了原先形态的面貌， 而明显地带有宗教传说的

色彩，甚至还夹杂着某些现实生活内容，但都不失其闪光的文

学价值。 神话中不仅一切自然力都被形象化、人格化，而且将

千百万人在生产劳动中的经验和智慧凝聚， 而塑造成各个伟

大的英雄人物形象。

山西古代神话在整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具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 这是由山西悠久的历史和山西神话传说的性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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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二郎担

山》、《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充满了神话的

幻想性，反映了人类对光明、生存的渴望，对美好理想的向往

和追求，歌颂了先民艰苦创业、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的精神。

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相比，女娲神话气势更大，其中表

现出的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 战天斗地的对策和雍

容气度令人景仰。 父系氏族时代最重要的两个部落联盟领袖

炎帝和黄帝， 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炎帝部落曾在黄河以

北，现今山西省东南部辗转生存，黄帝部落曾在黄河以东，现

今山西省中南部一带繁衍。 两个部落先后开创了灿烂的农耕

文明，经过战争和兼并逐步形成炎黄部落联盟，成为华夏民族

的雏形。 这是历史留给山西的一份古老的文化遗产。《炎帝在

上党》、《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展示了炎、黄二帝开创华夏文明

世纪的博大灵魂和艰难行踪。《兄妹成亲》及其异文则是比较

典型的人类再繁衍的神话。 其故事内容的共同点，都是说人类

被洪水或其他巨大的灾难毁灭之后，世上只剩下一男一女，人

类怎样再繁衍下去的。此外，有关太阳、月亮的天象神话、小麦

来历等动植物起源神话，也都具有地方特色。 山西神话的传说

化倾向比较明显，尤其是与当地的自然风物（如风陵渡、发鸠

山、人祖山、解池、稷益庙）、地方特产（如女娲炼石所需要的煤

炭、石块）、民间风俗（如五月初九给女娲娘娘唱戏、日食时敲

盆救太阳）、自然气象（如下雪、白露）等相联系，倾注了当地人

民的思想情感，并且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 人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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