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俗

324 PB

图典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He Bei Sheng Fei Wu Zhi Wen Hua Yi Chan Tu Dian策       划 ：
责任编辑：李彬    张肃珲
装帧设计：石家庄马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李宏    张青艳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3883号

    Ⅰ. ①河… Ⅱ. ①彭… Ⅲ. ①文化遗产－河北省－图
集 Ⅳ. ①K292.2-64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第4辑 / 彭卫国主编
. --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310-628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

出        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        行：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        编：050071
电        话：0311-87060677
网        址：www.hebms.com
制        版：石家庄马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石家庄文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0.75
印        数：1-1000
版        次：2015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68元

作者彭卫国编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311-87060677

河北美术出版社 淘宝商城 官方微博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第四辑）

编委会

主      编：彭卫国

副  主  编：王俊海  马维彬

执行副主编：杜云生  毛  砚    孟贵成  田  忠

编      辑：王军利  赵丽苹  吕竑海  赵永华  张  卉 

            张  萌  吕晓辉  殷  哲  贾立星  苑潇卜    

前  言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

文化资源，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

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河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燕赵儿女用

辛劳和智慧，孕育了丰富多彩、颇具浓郁地方特色的农耕文明，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重视、文化部门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政策制度

体系日趋完善。2005 年以来，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性文件。

二是工作管理机制不断健全。成立了以省政府分管文化的副省长为组长的全省非遗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三是名录及传承人保护成效显著。我省蔚县剪纸和丰宁满

族剪纸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148 项，省级名录项目 690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6 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619 人。四是宣

传展示记录有声有色。河北省民俗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影响广泛。建成了河北省非遗保护

网和河北省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五是保护传承方式多措并举。采取了抢救性、生产性、

整体性等多种保护方式，创建了一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非遗

传播基地、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传承示范基地、非遗研究基地。六是挖掘整

理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一大批图书、音视频资料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已于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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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以来的又一部地方性重要法规，

也是继《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近 30 年来，我省文化领域又一部重要的地方法

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迎来了一个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对全面加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第四辑），共收录了省政府公布的第五批省级非

遗项目 137 项（子项 152 项），包含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10 大类，客观系

统地介绍了各项目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传承情况、技艺特点、表现形式、存续现状等，

融学术性、知识性、文献性和艺术性为一体，图文并茂，装帧设计考究，具有一定的文

献收藏、学术参考和文化普及价值。

此书的顺利出版，凝结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各地文化单位工作人员

的心血和汗水，河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水平所限，书中

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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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皇六宰相传说

属地：石家庄赞皇县

类别：民间文学

赞皇县是一个千年古县，在唐代，赞皇李氏家族名人辈出，有“赞皇李半朝”之

誉，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均出生历史文化名村许亭的赞皇六宰相。许亭一带有很多历

史传说，最为著名的是唐朝六宰相的传说。这六宰相分别是：诗人宰相李峤、耿直宰相

李绛、状元宰相李固言、开国公宰相李珏、地理学家宰相李吉甫、政治家宰相李德裕。

据《赞皇县志》记载，公元前204年，汉淮阴侯韩信用兵井陉口，背水一战斩了成

安君陈馀，生擒赵王歇，缚了广武君李左车，大获全胜，被称为“许亭之捷”。现在

许亭村中设有六宰相资料陈列馆，有一株千年古槐，村北有窦建德大王庙，村西有平泉

湖，村东卧龙岗南端为李德裕书院遗址，村南东古山东面有李氏家族祖坟。

宰相李峤（644-713），字巨山，中宗时宰相李镇恶之子，武则天爱臣，曾做监察

御史，风阁舍人。公元698年，任天官侍郎等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县

男、赞皇县公、赵国公，死后葬于祖坟许亭。李峤是初唐时期的一位大诗人，他的五言

绝句《风》这样写道：“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

诗被载入《唐诗三百首》《全唐诗》，而且被小学课本

录用，李桥被称为诗人宰相，和苏东坡的老祖宗栾城苏

味道并称“苏李”。宰相李绛（764-830），字深之，

李元善之子，唐宪宗时宰相，曾做监察御史、尚书主客

员外郎等职。811年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圣上封他高邑男、赵郡开国公，死后葬于祖坟许亭，人

称“耿直宰相”。宰相李固言，字仲叔，唐代人，状元

及第，唐文宗时宰相，曾任给事中、尚书右丞、任门下

侍郎等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宗时封他太子傅，

分司东都，人称状元宰相。宰相李珏（782-853），字

待价，唐文宗宰相，历任右拾遗、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等职。838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郡开

国公、赞皇县男。宰相李吉甫（758-814），字弘宪，

李栖筠之子，唐宪宗时与李绛为同殿宰相，历任忠州

刺史，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

侯，又升赵国公。他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

最早的一部行政地理志书，因此人称地理学家宰相。

宰相李德裕（787-850），字文饶，李吉甫次子，唐文宗、武宗宰相，历任监察御史、

中书舍人、浙西观察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圣上封他赞皇伯、卫国

公。后被牛党所攻，被贬崖州，即今海南岛，后来他的尸骨起回故乡，二子、三子留在

崖州。李德裕是开发海南岛的第一人，海南五公祠至今供奉着李德裕，李德裕辅佐唐武

宗实现了晚唐时期的“会昌中兴”。李德裕和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

赞皇六宰相传说故事有“李峤妙笔生花”“李峤梦人赠笔”“李德裕卧雪留

诗”“牛角山死牴李氏祖坟”“李德裕出生传奇”“八角琉璃井和玉泉寺”“李德裕在

崖州”等等，《赞皇六宰相》和《传说赞皇》中，记载

赞皇六宰相的传说故事就有几十个，这些传说是赞皇县

古老文化的代表，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赞

皇民间文化具有很大的作用。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名相辈出，赞

皇就占有了六位，这种情况至今在全中国其他县也是空

前绝后的。收集他们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对研究唐

朝历史、唐代宰相、唐代文化、唐代经济、唐代的风土

人情和唐代的军事、政治、教育等等，都有深刻的历史

意义和文化价值。

在古槐下讲述传说

六宰相画像

历史文化名村——许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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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皇六宰相传说

属地：石家庄赞皇县

类别：民间文学

赞皇县是一个千年古县，在唐代，赞皇李氏家族名人辈出，有“赞皇李半朝”之

誉，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均出生历史文化名村许亭的赞皇六宰相。许亭一带有很多历

史传说，最为著名的是唐朝六宰相的传说。这六宰相分别是：诗人宰相李峤、耿直宰相

李绛、状元宰相李固言、开国公宰相李珏、地理学家宰相李吉甫、政治家宰相李德裕。

据《赞皇县志》记载，公元前204年，汉淮阴侯韩信用兵井陉口，背水一战斩了成

安君陈馀，生擒赵王歇，缚了广武君李左车，大获全胜，被称为“许亭之捷”。现在

许亭村中设有六宰相资料陈列馆，有一株千年古槐，村北有窦建德大王庙，村西有平泉

湖，村东卧龙岗南端为李德裕书院遗址，村南东古山东面有李氏家族祖坟。

宰相李峤（644-713），字巨山，中宗时宰相李镇恶之子，武则天爱臣，曾做监察

御史，风阁舍人。公元698年，任天官侍郎等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县

男、赞皇县公、赵国公，死后葬于祖坟许亭。李峤是初唐时期的一位大诗人，他的五言

绝句《风》这样写道：“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

诗被载入《唐诗三百首》《全唐诗》，而且被小学课本

录用，李桥被称为诗人宰相，和苏东坡的老祖宗栾城苏

味道并称“苏李”。宰相李绛（764-830），字深之，

李元善之子，唐宪宗时宰相，曾做监察御史、尚书主客

员外郎等职。811年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圣上封他高邑男、赵郡开国公，死后葬于祖坟许亭，人

称“耿直宰相”。宰相李固言，字仲叔，唐代人，状元

及第，唐文宗时宰相，曾任给事中、尚书右丞、任门下

侍郎等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宗时封他太子傅，

分司东都，人称状元宰相。宰相李珏（782-853），字

待价，唐文宗宰相，历任右拾遗、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等职。838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郡开

国公、赞皇县男。宰相李吉甫（758-814），字弘宪，

李栖筠之子，唐宪宗时与李绛为同殿宰相，历任忠州

刺史，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圣上封他赞皇

侯，又升赵国公。他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

最早的一部行政地理志书，因此人称地理学家宰相。

宰相李德裕（787-850），字文饶，李吉甫次子，唐文宗、武宗宰相，历任监察御史、

中书舍人、浙西观察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圣上封他赞皇伯、卫国

公。后被牛党所攻，被贬崖州，即今海南岛，后来他的尸骨起回故乡，二子、三子留在

崖州。李德裕是开发海南岛的第一人，海南五公祠至今供奉着李德裕，李德裕辅佐唐武

宗实现了晚唐时期的“会昌中兴”。李德裕和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

赞皇六宰相传说故事有“李峤妙笔生花”“李峤梦人赠笔”“李德裕卧雪留

诗”“牛角山死牴李氏祖坟”“李德裕出生传奇”“八角琉璃井和玉泉寺”“李德裕在

崖州”等等，《赞皇六宰相》和《传说赞皇》中，记载

赞皇六宰相的传说故事就有几十个，这些传说是赞皇县

古老文化的代表，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赞

皇民间文化具有很大的作用。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名相辈出，赞

皇就占有了六位，这种情况至今在全中国其他县也是空

前绝后的。收集他们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对研究唐

朝历史、唐代宰相、唐代文化、唐代经济、唐代的风土

人情和唐代的军事、政治、教育等等，都有深刻的历史

意义和文化价值。

在古槐下讲述传说

六宰相画像

历史文化名村——许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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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的传说

属地：石家庄赵县

类别：民间文学

赵州桥的传说是流传在河北省赵县一带的民间故事。

它靠口头传承至今，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赵州桥来什

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

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嗨？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

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

沟吧咿呀嗨。”这首民间小调《小放牛》就是因赵州桥的

传说故事而形成的，赵州桥的传说也借着歌谣而流传更为

广泛。赵州桥的传说已深深扎根赵州大地，几乎每个人都会如数家珍地讲述它的传说，

并随口吟唱众人耳熟能详的美丽传说故事，表达对赵州桥的由衷赞颂和对建桥者的崇

拜。

赵州桥的传说叙事遵循三段式的创作手法，运用虚构、夸张、想象等手段，同时借

助赵州桥本身的影响力以及鲁班故事，形成了以赵州桥为中心的立体传说圈。按内容初

步分为洨河的传说、建造传说、灵异传说和历史人物传说四个方面。其中洨河的传说是

赵州桥建造缘起的传说；建造传说包括建桥传说、仙人试桥传说、维护传说等内容；灵

异传说包括宝物幻想传说和信仰传说等；历史人物传说则包括了与赵州桥产生过关系的

历史人物的传说。早在唐代，赵州桥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已经具有了传奇色彩。而真正的

设计建造者——隋工匠李春，由于官方记载的缺失，成为赵州桥传说产生的一个必要条

件。赵州桥的传说历史源远流长，远在北宋时期的1100年左右，对赵州桥第二次修缮以

后就广为流传。

赵州桥的传说真实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历史观念，是民众对自我力量

的一种歌颂，不但对弘扬和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指导后人保护修缮赵

州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借鉴作用。驴蹄印和车道沟在大桥的东侧，而东侧正是洪水冲撞

大桥容易倒塌的地方，传说通过它告诉过往车辆和行人，在仙迹的西面行走比较安全；

而鲁班托桥的手印，则告诉后人，大桥一旦出了故障，手印就是应支撑和加固的要害部

位。古人为了保护大桥，在口耳相传中逐渐形成了这些既优美又科学的传说故事。

赵州桥的传说作为口头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渐趋微，但因其独特的价

值仍受到民众的喜爱，也引起民俗界对其文化价值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伴随着网络时

代的到来，网络民间文学同样起到传播流传的作用，使赵州桥传说更为广泛地流传。 

赵州古韵

赵州桥上的一道沟

赵州桥

讲述赵州桥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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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的传说

属地：石家庄赵县

类别：民间文学

赵州桥的传说是流传在河北省赵县一带的民间故事。

它靠口头传承至今，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赵州桥来什

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

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嗨？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

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

沟吧咿呀嗨。”这首民间小调《小放牛》就是因赵州桥的

传说故事而形成的，赵州桥的传说也借着歌谣而流传更为

广泛。赵州桥的传说已深深扎根赵州大地，几乎每个人都会如数家珍地讲述它的传说，

并随口吟唱众人耳熟能详的美丽传说故事，表达对赵州桥的由衷赞颂和对建桥者的崇

拜。

赵州桥的传说叙事遵循三段式的创作手法，运用虚构、夸张、想象等手段，同时借

助赵州桥本身的影响力以及鲁班故事，形成了以赵州桥为中心的立体传说圈。按内容初

步分为洨河的传说、建造传说、灵异传说和历史人物传说四个方面。其中洨河的传说是

赵州桥建造缘起的传说；建造传说包括建桥传说、仙人试桥传说、维护传说等内容；灵

异传说包括宝物幻想传说和信仰传说等；历史人物传说则包括了与赵州桥产生过关系的

历史人物的传说。早在唐代，赵州桥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已经具有了传奇色彩。而真正的

设计建造者——隋工匠李春，由于官方记载的缺失，成为赵州桥传说产生的一个必要条

件。赵州桥的传说历史源远流长，远在北宋时期的1100年左右，对赵州桥第二次修缮以

后就广为流传。

赵州桥的传说真实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历史观念，是民众对自我力量

的一种歌颂，不但对弘扬和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指导后人保护修缮赵

州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借鉴作用。驴蹄印和车道沟在大桥的东侧，而东侧正是洪水冲撞

大桥容易倒塌的地方，传说通过它告诉过往车辆和行人，在仙迹的西面行走比较安全；

而鲁班托桥的手印，则告诉后人，大桥一旦出了故障，手印就是应支撑和加固的要害部

位。古人为了保护大桥，在口耳相传中逐渐形成了这些既优美又科学的传说故事。

赵州桥的传说作为口头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渐趋微，但因其独特的价

值仍受到民众的喜爱，也引起民俗界对其文化价值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伴随着网络时

代的到来，网络民间文学同样起到传播流传的作用，使赵州桥传说更为广泛地流传。 

赵州古韵

赵州桥上的一道沟

赵州桥

讲述赵州桥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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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原《藁城县志》记载有刘海成仙的故事和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的传说。1995年

前村里有一座刘海庙，庙内供奉着一尊刘海头顶金蟾的塑像，院内有一口戏过金蟾的古

井。本村87岁的长者张秋用回忆说，此庙建于汉代，原来占地90多亩，庙房有81间。来

敬财神的香客长年不断，常有高官名流造访。可惜在民国28年（1939年）被恶霸侵占了

大部分庙址，1995年刘海庙被彻底拆毁。目前在刘海庄出土的文物有：石碑11块、供案

1张、画像多张、古井一口、供桌一张。遗址废墟多处。刘海庄、刘海庙、刘海寺如此巧

合的同时存在一处，在全国来说也是唯一的。

刘海在当地积极倡导三纲、五常、包容、礼让、无争、放下、忍辱、静心等儒释道

思想，刘海庄的后人受此教育和影响，至今作为8000口人的大村，人与人之间没有你争

我斗，户与户之间礼让包容，一派和谐、繁荣景象。

藁城刘海的传说历经上千年的口耳相传，派生出多种不同的版本，形成了一种文化

现象，对当地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内涵可总结为：礼让、包容、

和谐、奉献。其特征是：1.历史上实有其人，藁城刘海的传说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

行的再创造。2.以出土的文物记载为主，传说与地名结合紧密，地方色彩浓重。3.藁城

刘海的传说文化内涵丰厚，特征明显，风格独特。

2012年11月，石家庄电视台走进刘海庄录制《实话实说——石家庄100个村庄印

记》。2013年2月27日，《燕赵晚报》走进刘海庄大篇幅报道了《盛传刘海戏金蟾》和

《刘海庄：藁城东南一村庄》，使藁城刘海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弘扬了藁城刘

海的传说的积极思想。

藁城刘海的传说

属地：石家庄市藁城区

类别：民间文学

刘海庄村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东南15公里，东临定魏线南

邻衡井线，藁贾公路从村中穿过，交通方便。在抗日战争及解放

战争中，刘海庄就是非常有名的堡垒村和支前模范村。2009年2

月，在刘海庄村出土了刻有“汉朝刘海大仙”的残碑，让广为流

传的“刘海大仙”的传说得到了印证。

相传，刘海原名刘强，乳名“海儿”，父亲是东汉光武帝刘

秀，母亲是郭圣通皇后。刘海自幼受佛、儒、礼文化的熏陶，倡

导礼让、包容、和谐、奉献，厌恶战争，主动把太子位让与其弟

刘庄，并帮助刘庄成就帝业。据《通史》记载：这次太子位的更

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流血和动乱的和平更换，这足以说

明刘海的大德、大贤、大孝及淡泊名利。汉明帝刘庄为表感恩，把其兄刘强封名刘海，

并在其出生地建造豪宅家庙，供其颐养天年。后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又在豪宅家庙旁

修一寺庙，封为刘海寺，护持豪宅家庙。后汉明帝刘庄为怀念刘海，又在刘海名字后加

上自己名字的“庄”字，把该区域封名为刘海庄，从此刘海庄作为天下第一庄而存在至

刘海像

在校园中给学生们讲述刘海的传说 讲述刘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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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原《藁城县志》记载有刘海成仙的故事和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的传说。1995年

前村里有一座刘海庙，庙内供奉着一尊刘海头顶金蟾的塑像，院内有一口戏过金蟾的古

井。本村87岁的长者张秋用回忆说，此庙建于汉代，原来占地90多亩，庙房有81间。来

敬财神的香客长年不断，常有高官名流造访。可惜在民国28年（1939年）被恶霸侵占了

大部分庙址，1995年刘海庙被彻底拆毁。目前在刘海庄出土的文物有：石碑11块、供案

1张、画像多张、古井一口、供桌一张。遗址废墟多处。刘海庄、刘海庙、刘海寺如此巧

合的同时存在一处，在全国来说也是唯一的。

刘海在当地积极倡导三纲、五常、包容、礼让、无争、放下、忍辱、静心等儒释道

思想，刘海庄的后人受此教育和影响，至今作为8000口人的大村，人与人之间没有你争

我斗，户与户之间礼让包容，一派和谐、繁荣景象。

藁城刘海的传说历经上千年的口耳相传，派生出多种不同的版本，形成了一种文化

现象，对当地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内涵可总结为：礼让、包容、

和谐、奉献。其特征是：1.历史上实有其人，藁城刘海的传说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

行的再创造。2.以出土的文物记载为主，传说与地名结合紧密，地方色彩浓重。3.藁城

刘海的传说文化内涵丰厚，特征明显，风格独特。

2012年11月，石家庄电视台走进刘海庄录制《实话实说——石家庄100个村庄印

记》。2013年2月27日，《燕赵晚报》走进刘海庄大篇幅报道了《盛传刘海戏金蟾》和

《刘海庄：藁城东南一村庄》，使藁城刘海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弘扬了藁城刘

海的传说的积极思想。

藁城刘海的传说

属地：石家庄市藁城区

类别：民间文学

刘海庄村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东南15公里，东临定魏线南

邻衡井线，藁贾公路从村中穿过，交通方便。在抗日战争及解放

战争中，刘海庄就是非常有名的堡垒村和支前模范村。2009年2

月，在刘海庄村出土了刻有“汉朝刘海大仙”的残碑，让广为流

传的“刘海大仙”的传说得到了印证。

相传，刘海原名刘强，乳名“海儿”，父亲是东汉光武帝刘

秀，母亲是郭圣通皇后。刘海自幼受佛、儒、礼文化的熏陶，倡

导礼让、包容、和谐、奉献，厌恶战争，主动把太子位让与其弟

刘庄，并帮助刘庄成就帝业。据《通史》记载：这次太子位的更

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流血和动乱的和平更换，这足以说

明刘海的大德、大贤、大孝及淡泊名利。汉明帝刘庄为表感恩，把其兄刘强封名刘海，

并在其出生地建造豪宅家庙，供其颐养天年。后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又在豪宅家庙旁

修一寺庙，封为刘海寺，护持豪宅家庙。后汉明帝刘庄为怀念刘海，又在刘海名字后加

上自己名字的“庄”字，把该区域封名为刘海庄，从此刘海庄作为天下第一庄而存在至

刘海像

在校园中给学生们讲述刘海的传说 讲述刘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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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王莽赶刘秀”的传说

属地：石家庄市

类别：民间文学

在石家庄城乡，广泛流传着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史称“刘秀走国”。刘秀即汉光武

帝，东汉开国第一帝。

西汉末年王莽新朝被推翻后，汉更始帝刘玄继位。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刘

秀被封为破虏将军到河北安抚州郡。王莽在邯郸自立，率军追杀刘秀，民间却说是王莽

赶刘秀。刘秀势单力薄，不得不在常山郡（今石家庄）一带、滹沱河两岸东躲西藏，后

娶真定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得到刘扬大军的支持和保护，并在鄗地（今高邑）筑

千秋台（今划归柏乡县）称帝。其子刘庄生于元氏，后为汉明帝。在这里，产生了王莽

赶刘秀的许多传说，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地方风物等传说相结合的口头文学系列。其

中“汉渡留冰”故事最为著名，《后汉书》有记载，《晋县志》《深泽县志》等方志亦

有相关记载。唐宋诗家都为此写下了诗篇。如：唐代胡曾这样写道：光武经营业未兴，

王郎兵革暂凭陵。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王莽赶刘秀的传说系列涉及到许多山川，主要是太行山、五马山、滹沱河、王莽

沟、拖枪河（泥河）等。涉及到的地名村名有：深

泽县的小直要、大直要、小堡、大堡、枣营、西

北留、北濯头、南濯头、秀武村、乘马、营里、

息马、西河、苦水、中佐、东北马、西北马、水冻

等；辛集市的旧城等；晋州市的冻河头、射佛兔

（头）、营里等；赵县的停住头、贤门楼、望汉

台、换马店等；灵寿县的倾井、狗台、护驾疃等；

平山县的南滚龙沟、北滚龙沟，鹿泉市的郭庄、牛

山、马山，井陉县的刘秀洞、护国院，元氏县的万

年村、北子沟，高邑的东良庄、西良庄、榆林、千

秋台（柏）、狗刨泉、凤仙桥等。在赞皇、栾城、

正定、藁城、行唐等地皆有相关传说。初步统计有

地名村名50多个。所涉及的动植物有：蝼蛄、苍

蝇、蜘蛛、马、骡、牛、狗、兔、寒号鸟和松、

柏、椿树等等。

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群众口传千年不衰，影响极为深远，其

主干故事在《后汉书》中可考，富有历史价值。这一传说是石家庄诸多县市、滹沱河流

域及其他传说地的重要文化底蕴，许多有关的地名村名承载着历史文化，传承着同情弱

者、舍己为人、诚信、正义、善良、感恩等优秀民族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王郎赶走刘秀，“王莽赶刘秀”只是民间传说。

《后汉书》对滹沱河的注释

传承人在自家院内为乡亲讲述王莽赶刘秀的传说 河北工业大学学生在传承人家中交流

大故事家袁爱金在讲述王莽赶刘秀的传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