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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卷

典藏版

序 言

安身立命、 安居立业、 安邦立功、 安德立言， 是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穷

其一生的美好向往和终极追求， 也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

责。 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

每位有良知、 富于责任心的知识分子， 都沐浴着政通人和的阳光雨露， 吸吮

着传统文化的甘甜乳汁， 汲取着改革开放的丰富营养， 储备着民族复兴的足

够能量， 因而也就能担当起鉴古知今、 传承文明、 滋兰树蕙、 教化万方的历

史重担。 《少年成长悦读的1000个经典故事》 丛书的问世就是最好的例证。

与大多数人一样， 自儿时起， 我就曾涉足且沉醉于童话、 寓言和故事的

百花园中。 浩瀚如云、 耐人寻味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 感恩故事、 民间故

事、 寓言故事、 励志故事以及古希腊、 古罗马等西方少儿故事等等， 无一不

对我的成长和人生产生过影响。 如今， 不论是在工作的时间， 还是走进图书

馆或书店， 我总是关注这方面的书籍和知识。 或许是心至所成或其他原因，

前一个月， 兰州大学出版社就在我的案头摆放了这部 《少年成长悦读的1000
个经典故事》 系列丛书， 让我提提意见， 修改修改， 写篇序。 我在翻阅了

《神话传说卷》、 《成语典故卷》、 《民间故事卷》、 《战争战役卷》、 《童话

寓言卷》、 《侠客义士卷》、 《亲情感恩卷》 和 《幽默笑话卷》 共8卷书稿后，

不由得为编者们对国学、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以及为少年朋友整

理点有用知识的爱心所折服。 我认为， 《少年成长悦读的1000个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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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丛书， 有着其独有的诸多个 “首次” 特质：

首先， 丛书首次以国学， 或者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 精选了中国

文化传承的经典篇目或故事， 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 丛书首次以少年朋友为主要的读者群， 体现了 “文化传承” “从

娃娃抓起” “从教育做起” 的理念和编者 “安德立言” 的责任心。

第三， 丛书首次结集八册， 统一在分册中对各个故事分类分主题编辑，

并以时间或音序先后为线索进行有序排列， 实现了中国古代故事的大集结、

大汇编， 便于读者系统阅读， 消化吸收。

第四， 丛书首次对书中可能陌生或产生歧义的冷僻字、 多音字进行了注

音和注释， 适合小学生和汉语初学者阅读和学习， 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识字和

音序知识教育。

第五， 丛书首次对近三分之一的故事进行了原创性的美术插图或配图，

使所选故事更具直观性， 使丛书形式图文并茂， 内容与插图美统一。

第六， 丛书书名首次在师长们阅读实践的体会上命名为 “悦读”， 既给

了少年朋友一个读书的轻松感， 又体现了编者选编故事时对少年朋友的负责

精神。

第七， 丛书还将译为英语版， 成为双语本， 首次以国外孔子学院学生为

读者群， 实践了 “文化传播”、 “对外开放” 的主旨， 是对中国文化的发扬

光大。

第八， 丛书首次以大、 中、 小学教师为编选团队， 集结其有教学实践经

验的作者， 精心选编八卷故事， 避免了少年朋友阅读故事启发智慧的弯路。

少年朋友可以以他们阅读成长的人生为阶梯而直接 “悦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管窥中国古代故事， 便可体味和领

会其中的部分奥秘和精髓。 尽管丛书编者们穷其智慧和精力， 想打造一部中

国故事的经典之作， 但百密一疏， 限于主客观种种制约， 作为一家之言的本

套丛书也还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还期待编者和读者在阅读与学习时

纠正。

XXX

2012年6月于兰州

（本文作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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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版

前 言

在祖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数

光辉灿烂的文化宝藏， 民间故事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民间故事既是人民生活、 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 又是他们关于生产、

生活、 信仰、 宗教以及人生知识的总结， 同时还寄托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

追求和人生理想， 更是他们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为了让儿童少年更好地了解民间故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内涵， 我们编辑

整理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经典民间故事。 所选内容注重德与文的巧妙渗透，

具有较高的知识性、 趣味性、 思想性。 并将其整理分为8类， 即乐学求知类

民间故事、 聪颖智慧类民间故事、 幽默讽刺类民间故事、 爱情亲情类民间故

事、 风物名胜类民间故事、 风俗节庆类民间故事、 动物植物类民间故事和奇

闻异事类民间故事。 我们的本意是想为少年朋友编辑一本读得懂、 用得上、

有价值的课外读物。

经典的民间故事既优美动听， 又蕴涵了古老的智慧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希望儿童少年能从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中， 领略故事丰富的内涵， 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阅读鲜活有趣、 精彩绝伦的故事的同时， 感悟一个道

理， 懂得一种品质， 发现一种美，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 获得知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加之民间故事浩如烟海， 难免会有选编角度失偏或

者众口难调的现象， 谨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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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吧， 孩子们！ 从小养成勇敢坚强的个性， 拥有诚实善良的美德， 做

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人。

编者

二〇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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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勤劳善良的历代先民为子孙后代留下了

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宝藏， 民间故事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民间故事既是人民生活、 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 又是人们关于生产、

生活、 信仰、 宗教以及人生知识的总结， 同时民间故事还寄托着广大劳动人

民的生活追求和人生理想， 更是人们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更好地了解民间故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内涵， 我们编

辑整理了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经典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内容注重德与文的

巧妙渗透， 具有较高的知识性、 趣味性、 思想性。 我们将其整理分主题编为

八类， 即乐学求知类民间故事、 聪颖智慧类民间故事、 幽默讽刺类民间故

事、 爱情亲情类民间故事、 风物名胜类民间故事、 风俗节庆类民间故事、 动

物植物类民间故事和奇闻趣事类民间故事。 我们的本意是想为少年朋友编辑

一本读得懂、 用得上、 有价值的课外读物。

经典的民间故事既优美动听， 又蕴涵了古老的智慧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希望青少年朋友能从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中， 领略故事丰富的内涵， 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阅读鲜活有趣、 精彩绝伦的故事的同时， 感悟一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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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懂得一种品质， 发现一种美，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 获得知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加之民间故事浩如烟海， 难免会有选编角度失偏或

者众口难调的现象， 谨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阅读吧， 孩子们！ 从小养成勇敢坚强的个性， 拥有诚实善良的美德， 做

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人。

编 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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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版

一、乐学求知类民间故事

张良拾鞋拜师

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功臣。 小时候，有一天，他到下邳（pī）的圯（yí）桥上游

玩，碰到一个老人。 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鞋

扔到桥下，回头很没礼貌地说：“小子，下去把我的鞋拾上来！ ”张良一听十分

生气，真想打他，但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了，便忍住怒火，下去把老人的鞋拾

了上来。

老人见张良把鞋拾上来了，又对张良说：“给我穿上！ ”

张良愣住了，心想：这个老人真是得寸进尺。 不过既然已经把鞋拾上来

了，又何必计较。 想到这里，他便跪下来给老人穿鞋。 老人伸出脚让他把鞋穿

上以后，笑一笑便走了。 张良很是吃惊，呆呆地看着老人的背影。

老人走了一段路，转过身来说：“你这小子可以教。 五天以后天亮时，再到

这个地方来找我。 ”

张良觉得这个老人不是一般人，便跪下来应答说：“好！ ”

第五天天刚亮， 张良就去了圯桥边， 但老人比他先到了。 看到张良姗

（shān）姗来迟，老人生气地说：“跟老人家相会，反而来迟了，为什么呢？ ”老人

转身就走，边走边说：“五天后早点来！ ”

五天以后鸡刚叫，张良就来到圯桥边。 可老人又先到了，这回他更生气

了：“这么晚才到，为什么呢？ ”老人又转身走了，说：“五天后早点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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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以后，张良还没到半夜就到了圯桥边。 过了一会，老人也到了。 老人

看张良已经在桥上等他了，便笑着说：“应当这样才对。 ”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给了张良，说：“小子，我看你谦逊（xùn）有礼貌，把

这本书送给你，你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汉朝十年后会兴起。 十

三年后你小子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 ”说完，老人就离开了。

天亮后，张良看着老人送给他的书，是本《太公兵法》。 张良觉得这本书奇

特，从此以后就认真学习它。

多年以后，张良帮刘邦取得了天下，建立了大汉朝。 刘邦夸奖他说：“在用

兵打仗上，我比不上张良。 ”后来，张良被刘邦封为留侯，被后人称为汉代三杰

之一。

司马迁求学

司马迁（前145—前87），陕西韩城人。 他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

思想家。 他写的《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

中国古代历史的总结，也是光耀千古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的幼年是在韩城龙门度过的。 龙门在黄河边上，山峦起伏，河流奔

腾，风景十分壮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滋养了幼年的司马迁。他常常帮

助家里耕种庄稼，放牧牛羊，从小就积累了一定的农牧知识，养成了勤劳艰苦

的品性。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司马迁10岁就开始阅读古代史书。他一边读一

边做摘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父亲，由于格外的勤奋和绝顶的聪颖，有影响的

史书他都读过了 ， 中国三千年的古代历史在他的头脑中有了大致轮廓

（lúnkuò）。 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人为师。 他学习十分认真，

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在父亲的熏陶（xūntáo）下，

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

一天，快吃晚饭了，父亲把司马迁叫到跟前，指着一本书说：“孩子，近几

个月，你一直在外面放羊，没工夫学习。我也公务缠身，抽不出空来教你。现在

趁饭还不熟，我教你读这本书吧。 ”司马迁看了看那本书，又感激地望了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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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说：“爸爸，这本书我读过了，请你检查一下，看我读得对不对？ ”说完把书

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

听完司马迁的背诵，父亲感到非常奇怪。 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神童，不相

信无师自通，也不相信传说中的神人点化。 可是，儿子怎么会背诵呢？ 他百思

不得其解。

第二天，司马迁赶着羊群在前面走，父亲在后边偷偷跟着。 羊群翻过村东

的小山，过了山下的溪水，来到一片洼地。 洼地上水草丰美，绿油油的惹人喜

爱。司马迁把羊群赶到草地中央，等羊开始吃草后，他就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

读，那朗朗的读书声不时地在草地上萦绕（yínɡrào）回荡。看着这一切，父亲全

明白了。 他高兴地点点头，说：“孺（rú）子可教！ 孺子可教！ ”

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和风土人情，为日后编写史

书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做太史令后，他常有机会随从皇帝在全国巡游，又收集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了解到统治集团的许多内幕。 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宫

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了各种重要的史料。 就在他写《史记》的时候，为李陵

投降匈奴说情而触犯了汉武帝，被关入监狱，判处了重刑。

司马迁出狱后继续写作。 经过前后十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史记》。

这部巨著，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华佗学医

华佗（tuó）是东汉末期著名的医学家。

从华佗能记事的时候起，家乡的水、旱、虫、疫等灾害连年不断，乡民死亡

无数。 华佗十分伤心，立志学医以济世救人。

华佗打听到有一位治化道人医术高明，就不远千里去拜师学艺。 治化道

人答应暂时把他收下，先做几年杂活再说。 于是，华佗被派去护理病人，每天

烧水、洗尿盆、扫地。 其他师兄弟喜欢偷懒，常常抱怨工作辛苦，可华佗总是一

声不吭。他耐心地侍候病人，并且对病人的病情变化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日

子一久，他也明白了好些病的起因以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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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治化道人见华佗如此勤奋好学，认为是一个可造之材，就正式收

他为徒。 华佗遵从师父的教诲，白天同师父一道出诊，夜里读药书常常读到天

亮，毫不懈怠（xièdài）。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三年。 一天深夜，华佗正准备休息时，一个道

童慌慌张张跑来叫他：“不好了，师父得了重病！ ”

华佗赶忙跑进师父卧室，只见师父脸色蜡黄，口吐白沫，师兄弟们全都手

足无措。 华佗上前摸摸师父额头，又把把脉，舒了一口气说：“没事，师父过一

会儿就好了！ ”

大家听了十分生气：“师父病得这么厉害，怎么说没病？ ”华佗不慌不忙地

告诉大家：“我是依照望、闻、切来推断的，不会错的！ ”

这时，治化道人一下子坐了起来，笑哈哈地说：“徒儿们，我是在装病试探

大家的本领呢！ 看来华佗可以出师了！ ”

管宁割席划界限

管宁和华歆（xīn）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俩成天形影

不离，同桌吃饭、同窗读书、同床睡觉，相处得很和谐。

有一次，他俩一块儿去菜地里锄草，两个人努力干着活，顾不得停下来休

息，一会儿就锄好了一大片。

只见管宁抬起锄头，一锄下去，“当”一下，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管宁好生奇

怪，将锄到的一大片泥土翻了起来。 黑油油的泥土中，有一个黄澄（dēnɡ）澄的

东西闪闪发光。 管宁定睛一看，是块黄金，他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当是什

么硬东西呢，原来是锭（dìng）金子。 ”接着，他不再理会了，继续锄他的草。

“什么？ 金子！ ”不远处的华歆听到这话，不由得心里一动，赶紧丢下锄头

奔了过来，拾起金块捧在手里仔细端详。

管宁见状，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干活，一边责备华歆说：“钱财应该靠

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 ”

华歆听了，口里说：“这个道理我也懂。 ”手里却还捧着金子左看看、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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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怎么也舍不得放下。 后来，他实在被管宁的目光盯得受不了了，才不情愿

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可是他心里还在惦记金子，干活也没有先前努力，还不

住地唉声叹气。 管宁见他这个样子，不再说什么，只是暗暗摇头。

又有一次，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 正看得入神，忽然外面传来一

片鼓乐之声， 中间还夹杂着鸣锣开道的吆喝声和人们看热闹吵吵嚷嚷的声

音。 于是管宁和华歆就起身走到窗前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一位达官显贵乘车从这里经过。 一大队随从佩戴着武器、穿着统

一的服装前呼后拥地护卫着车子，威风凛凛。再看那车饰更是豪华：车身雕刻

着精巧美丽的图案，车上蒙着的车帘是用五彩绸缎制成，四周装饰着金线，车

顶还镶了一大块翡翠，显得富贵逼人。

管宁对此很不以为然，又回到原处捧起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对外面的

喧闹完全充耳不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华歆却不是这样，他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 他

嫌（xián）在屋里看不清楚，干脆连书也不读了，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跟着

人群尾随车队细看。

管宁目睹了华歆的所作所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 等到华

歆回来以后，管宁就拿出刀子当着华歆的面把席子从中间割成两半，痛心而

决绝地宣布：“我们两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 从今以后，我们就像这被

割开的草席一样，再也不是朋友了。 ”从此，管宁和华歆绝交了。

诸葛亮喂鸡求学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 代表

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成都建

有武侯祠以供纪念。

诸葛亮少年时代，曾跟水镜先生司马徽（huī）学习。 那时，还没有钟表，计

时用日晷（guǐ），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 为了计时，司马徽

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 诸葛亮天资聪颖，司马先生讲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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