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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矿清，男，涉县西戌村人，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邯郸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涉县文化馆副研究馆

员，西戌镇文化站站长，曾获河

北省首届“燕赵文化之星”和“群

文之星”等称号。

　　

　　李秀娟，女，涉县木井村人，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获中文学

士学位，邯郸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涉县文化馆馆长，中国民

主同盟会员，曾获河北省首届“燕

赵文化之星”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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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索堡村的娲皇宫

女娲传说故事村沙河村全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女娲传说故事村会里村一角

弹音村女娲民祭



涉县弹音村在祭祀女娲时的赛戏演出现场

涉县沙河社到索堡娲皇宫祭祀女娲



女娲传说故事大王陈水旺在抱孙子

女娲传说故事大王王成顺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王建明



王矿清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霍志刚在会里村古道观采访女娲传说故事

能手王海堂 （左一）

王矿清、李秀娟在会里村采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江景堂 （中）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尚海军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牛永福

王矿清、北师大教授杨利慧等在与女娲传说故事大王王福榜交流女娲文化



王矿清在文化馆采访女娲传说故事能手王新民

王矿清在沙河村采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杨林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矿清、李秀娟、李志远在武安北果村采访女娲传说故事能手李增军等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薛文华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石江涛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王江顺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孟纪香

王矿清、李秀娟等在西戌村采访女娲传说故事能手江有林夫妇



王矿清、李秀娟等在西戌村采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李巧翠 （左二）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杨金庭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薛云枝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张爱生和孙子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张富明、赵火林

王矿清在会里江武生家中采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江景堂、江武生



王矿清在偏店乡上窑则采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冯喜庭 （右一）

王矿清在弹音汤华庭家中采

访女娲传说故事大王汤华

庭、汤水平

女娲传说故事能手汤俊平向王矿清展示已

经传了数代的赛戏剧本



序　一

杨利慧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民间信仰以及大众文化中声名显赫的女神。

关于她的文字记载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 《楚辞·天问》和 《山海经》的时

代。如今，两千多年之后，有关她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置婚姻、制笙簧

等神圣功绩的神话以及与各种地方人物、风物和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的传

说，依然广泛流布于全国各地，在华北、西北、华东乃至台湾、澳门等

地，都有供奉她的庙宇，香火隆盛。由于功绩显赫、影响巨大，她常作为

“三皇”之一，在封建时代的国家祀典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除口头文

学和民间信仰之外，她还在民间节日、饮食、婚丧仪式、绘画、雕刻、音

乐、舞蹈、民俗语言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印记。她的故事还被曹雪芹、鲁

迅、郭沫若等不少作家改编重述，甚至在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中，比如在

《古剑奇谭》以及 《仙剑奇侠传》等影视作品和电子游戏当中也能看到她

的身影。

在诸多女娲信仰隆盛的地方中，河北涉县比较特殊。

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地处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处，县

域面积１５０９平方公里，辖１７个乡镇、１个街道办、３０８个行政村、４６４个

自然村，４２万人。涉县的女娲信仰非常盛行———据统计，涉县广大的乡村

有三百多处娲皇庙和行宫。一县之内竟然如此密集地分布着女娲庙宇，这

在全国范围内实属仅见。其中，建于中皇山山腰处的娲皇宫是历史记载最

为悠久、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到十八是娲皇宫庙

会。据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年）《重修唐王峧娲皇宫碑记》记载：“每岁三月朔

启门，越十八日为神诞。远近数百里男女坌集，有感斯通，无祷不应，灵

贶昭昭，由来久矣。”可见当时庙会的盛况。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十分盛

大，来自附近方圆数百里以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香客纷纷前来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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