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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编辑说

□ 

明

一、《民间故事》的搜集地域只限于现在南充市行政管辖的三区一市五县

之内,即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仪陇县、营

山县、蓬安县,但其流行区域却不受此限。

二、此次搜集主要采用民间采风的做法,力求搜集到第一手的民间故事,

同时也参考了南充各地的历代志书,以及原已整理成册的各种民间文化资料,

其中有的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它们或反映出了南充历史上的地情、地

貌,或表现出了民间百姓的喜怒哀乐,具有一定的历史及社会价值,我们亦

将其选择录入;而缺少地域性、文学性、故事性,或太过低俗的 “故事”则

未能选入。

三、此次整理主要是根据所搜集故事的内容性质来划分其类别,主要包

括有神话传说、人物传说、地名传说、节令传说、植物传说、动物传说、地

方风物传说,以及民间笑话等八大类共计两百三十余个故事。但往往一个故

事中可能既有神话,又有地名或其他,故而其归类亦只能是相对而定。

四、在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中,我们对有的故事标题做了一些改动,在

内容上如有明显错误或外地读者很难理解的方言口语等个别地方也做了相应

改动,其他尽量保持原貌,并附上采集地信息。

五、全书每一类别之下的顺序排列,是按照故事采集地的现在行政区划,

即以顺庆、高坪、嘉陵三区,以及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仪陇县、营山

县、蓬安县的顺序进行排列;而在此前提下再按时间或同类 (如寺庙宫院、

街巷、风俗等)相对集中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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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事

六、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实施战役转移,

从陕南进入川北,建立了中共川陕苏维埃政府,当时的南充境内也先后共建

立1个中心县委和9个县 (市)委。从红四方面军进入南充境内到1935年5

月撤四川陕苏区,在近三年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在南充境内留下许多红军故

事,其感人至深、流传至今。但由于这些故事多属革命史事,与传统的民间

故事有性质的不同,加之其中许多故事已整理为 “文史资料”或 “党史资料”

并已出版,故本书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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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民间传统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并传承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亦是一种由民间自主行为而形成的精神财富,更是一种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地

域文化;产生并传承于民间,反映的是基层民众共同的社会诉求和审美情趣。

正如冯骥才先生①所言,灿烂的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 “中华

文化的一半”,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

民族的个性与精神。

南充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属丘陵地带,嘉陵江纵贯全境,其历史悠久,

加之明末清初外来移民众多,故而民间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千百年来,

南充民间忠义诚信的道德精神、和睦乡里的民间规制、勤劳淳朴的民风民俗、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斑斓多姿的民间艺术,以及精美绝伦的民间工艺等等,

不仅记载着南充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信息,折射出基层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观念,

反映了南充人民的精神追求与智慧,而且还包含有许多激励人们向上崇善的

思想内容,蕴藏着大量适于调整社会关系与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启示。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交往的全球化,以及人

们生产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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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骥才 (1942— ),男,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曾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
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以及
开明画院院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等职。20世纪末以来,他投身文化
遗产抢救工作,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并致力于推动民间文化的保护与
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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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故事

所未有的严重冲击,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形态正在迅速减退甚至消

亡,其文献资料也在不断散失,故而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抢救与整理的紧

迫性已时不待人。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借鉴省内外的经验,2012年3月,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搜集、整理与调研工作正式启动。四年来,通过全市上下

包括许多乡镇、街道的相关领导及文化专干通力合作,尤其是通过一批专家、

学者的艰辛努力,形成了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书系”的工作成果。“书系”共

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概论》。这是一部带研究性质的专著,全书共分

七章和附录,其内容涵盖了南充方言俚语、民间风俗、文学、艺术,以及民

间规制、古镇与码头文化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与南充的自

然地理、人文传统的关系及特点,并分析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困境,

提出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思考与建议。在附录中,还表列有

“南充市国家、省、市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镇 (乡)、村名录”“南充市国家

及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充市国家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 “南充市现存历代字库塔一览表”,以及 “南充市100年以上的古镇

(乡)、码头一览表”。

二是带有文献性质的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丛书。我们按照民间传

统文化的分类,并依据南充民间文化的特点及所收资料的具体情况,将丛书

编辑为十辑,即 《南充方言》《民间风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

歇后语·楹联·碑记》《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家训族规》《民间建筑》以

及 《古镇·码头》。其中,《南充方言》对较为复杂的南充官话方言,尤其是

对在南充范围所存在的客家方言岛、湘方言岛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说

明;《家训族规》对南充境内所收集到的80余部家训族规进行了点校与注释,

它们中制定时间最早的为唐、宋时期,以清代为最多,其内容丰富并具有时

代性、典型性与代表性。此外,其他各册均较为全面地收集有南充境内相关

的文献资料,不仅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广,而且文化形态种类亦多,其中不少

历史资料如民间故事、歌谣、音乐,以及楹联与碑记等均为抢救性的整理与

保存。

三是影像资料,这是一套以历史照片为主体的影像图集,共收存了不同

时期的一千四百余幅新老图片,共分为 《民间艺术》《民间风俗》《码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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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镇·古建筑》三册。它们记录与承载着众多具有实物形态的民间文化历史信

息,更是一种直观而形象的南充民间传统文化史料。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历时久远,且具体内容宽泛庞杂,由于有的资料已

经散失,有的又因碑刻破损而字迹模糊,或因文献资料的残缺错漏,或因来

自民间人士的转述等原因,故而上述成果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尤其是基层民

众的热情参与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在此次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相信,民间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定会

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并为推动南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全面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期望,此后有更多的人士来关心和从事民

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让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花朵在中华文化的百

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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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说 □

神话传

□ 

说

鲤鱼跃龙门

2000年8月,中国邮政总局在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镇举行了 《鲤鱼跃龙门》

邮票首发仪式,作为 “鲤鱼跃龙门”传说的发源地南充,该故事可谓是家喻

户晓。

在鲤鱼族中,有一条精明胆大的小鲤鱼,同伴们都称它为 “小鱼儿”。小

鱼儿是一个不安于现状、雄心勃勃、抱负远大的理想主义者。它一心想着要

跃上嘉陵江的龙门,把龙袍加身的神话变成现实。

小鱼儿在鲤鱼族类中非常低调,不仅平易近人,而且为家族兴旺发达无

私奉献。天长日久,它备受族内的敬重,大家一致推举它为族内的领袖。

东海龙王喜得龙子,大宴宾客。水域世界中各类族纷纷派代表送厚礼,

前往龙宫去祝贺。在鲤鱼类族中,小鱼儿接到了东海龙王的邀请帖。

小鱼儿备了厚礼,千里迢迢来到东海龙宫。龙宫金碧辉煌,宏伟壮观。

它送了贺礼,便和大家一道步入龙宫大戏院。大戏院内鼓乐齐鸣,悠扬的琴

声、动听的歌唱,声声悦耳。小鱼儿在最后一排靠右墙角处找到了自己的座

位,平心静气地欣赏起自己从未见到过的美好场面。

正午时分,宴会大厅外鼓乐齐鸣,该赴午宴了。小鱼儿尾随众鱼类进入

宴会大厅。宴会厅分台上台下两层,台上是龙氏门中的要员和各大门派的首

领及贵宾,台下是普通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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