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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一

凤县旧名凤州。据《方舆览胜》载：“有周之兴，鸑鷟尝鸣于岐，翱翔至

南而集焉，是以西岐曰凤翔，南岐曰凤州。”凤州（凤县）以此而得名。

凤县历史悠久，据县境出土文物表明，距今约六千年前，已有先民在嘉陵

江及中曲河谷定居。又因“秦蜀咽喉，汉北锁钥”的独特地理位置，历来为兵

家常争之地。楚汉相争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三国

鏖战诸葛孔明六出岐山从此经过；宋金对峙吴玠、吴璘据守大散关得以保全南

宋苟安半壁。同时，黄河文化与巴蜀文化在这里交汇，陇南文化、古羌文化在

凤县也有印迹，历代文人骚客多有诗句吟诵抒怀，许多美丽动人故事传说长久

地流传在民间坊里。连云栈道之要冲酒奠梁，传为刘邦、张良曾在此以酒奠

天。今县境内“平木”（平墓）、“孔棺”（空棺）等地相传为诸葛亮戏耍司马懿

而得名。凤县在唐代曾有“草凉楼”建筑，据说唐明皇南逃时驻跸于此。古凤

州城外之父子峪 （猴石），相传为唐僖宗南逃时因石猴父子敬酒赐金帛而得

名。凤州曾建有“飞盖亭”，宋邵康节诗云：“杨柳垂青带，风动如飞盖” ，

凤州金丝柳之驰名可见一斑。凤州出柳手酒，宋代曾极有诗云：“蜀主函封谴

时使，芳根原自凤州移。柔荑醽醁今安在，唯有青丝拂地垂。”清光绪《新修

凤县志》载：“凤县有柳、手、酒三绝名世。盖唐时，地近京畿，冠盖往还，

境内金丝柳最佳，妇女手皆纤白，市多美醖。一时红粉当垆，门垂碧柳，山城

风趣不减名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只在南岐山引吭高歌的美丽凤凰，

那一歌颂汉羌和睦团结的“鹿女”故事，加上独具风采的山歌民谣，成为凤县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熏陶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长年居住在这

里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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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了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抢救、

挖掘和整理好凤县的地域文化，20世纪80年代，我县文化馆、14个乡镇文化

站和许多单位的数十名民间文学工作者与爱好者，克服许多困难，在当时的

15个乡镇100多个自然村，开展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普查搜集工作，共收集

故事587件，歌谣1051首，谚语1234条。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

的要求，经过精心筛选，编成了《凤县民间故事集成》、《凤县歌谣集成》、《凤

县谚语集成》。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付梓面世。这次借贯彻十七届六中全

会的东风，顺应广大凤县文化工作者与爱好者的意愿，我们将这“三大集成”

合为《凤县民间文学集成》正式出版。凤县民间文学是世代生息于凤县这块土

地上的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凤县文化、风俗、民情、历史沿革的

宝贵资料，同时也对宣传凤县、认识凤县、振兴凤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

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凤县民间文学集成》的正式出版，将会成为展示凤县非

物质文化风采的又一窗口，并为七彩凤县走出三秦、走向全国插上腾飞的翅

膀。在此，也真诚地希望我县广大文化工作者，经常走向基层、走进群众，倾

听生活，挖掘、创造出更多具有审美情趣和高尚精神的文艺作品来，为全面建

设幸福凤县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对参与书稿整理、编撰工作的全体同

志一并致谢。

张乃卫

2012年10月



序 二

《凤县民间文学集成》经过凤县文化界多位名人多年的共同努力，即将刊

印发行。这是凤县文化界的一件喜事和大事。应编者之邀，我很荣幸为本书作

序。

凤县古称凤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文化悠久而积淀深厚，自然风

物独特而奇险秀幽，人民群众勤劳而质朴善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因

“栈道连云”、“铁马秋风大散关”、“吴玠吴璘抗金”而熠熠生辉；在广泛流传

的神话传说中，曾因“铁棋仙迹”、“唐僧取经”、“唐明皇消灾祈福”而光怪陆

离；在红色革命史上，曾因“工合运动”、“两当起义”、“路易艾黎故居”而闻

名于世；在经济发展史上，曾因“黄金吨金县”、“全国四大铅锌基地”而名噪

一时。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历史活跃而贯穿古今、英雄人物辈出而风云际会的

地方，怎么不叫人自豪骄傲、抚今追昔？

凤县人民群众是书写凤县历史的主角。不论是在风雨如晦的旧时代，还是

在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他们都在以自己博大的智慧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创造。我

拜读了凤县民间故事、凤县谚语集和凤县歌谣集，深深地为之吸引和打动。故

事涉及神话传说、地方传说、动植物传说、土特产传说以及风物、风俗、生产

生活等等，生动活泼，寓意深刻，极具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歌谣涉及生活、

时政、爱情、劳动、历史传说等方面，语言质朴无华、感情充沛饱满、爱憎分

明、立场坚定；有夸张、有排比、有比兴、有拟人、有拟物、多种修辞并用；

韵脚鲜明、句式整齐、朗朗上口、堪称精品。是凤县人民乐观、开放、朴实、

智慧的品质的真实写照。谚语涉及时政、事理、生活、修养、社交、自然、生

产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名言令人警醒、警句叫人铭记、农事合乎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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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交彰显义理，这些都是凤县地域文化的精髓。手捧这样一部凤县地域文

化的“活化石”，怎么不叫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历史的凤县记忆已经写进了沉甸甸的书本，今日之凤县人民业已拉开了续

写精彩篇章的序幕。凤县人因矿而富，凤县人更要因旅游而兴，围绕工业强基

础、围绕旅游谋未来，成为11万凤县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凤县

正沿着科学转型突破的康庄大道向前迈进。五大公园、八大景区的旅游基础设

施体系；秦岭花谷、休闲农庄构成的百里旅游服务体系；热爱凤县大景区、人

人都是导游员的全民服务体系等三个体系日益完善，“七彩凤县——大秦岭的

会客厅”的旅游品牌声名远播。置身于创造凤县历史的火热洪流中，怎么不叫

人激情燃烧、鞠躬尽瘁？

为书作序，勉为其难。寥寥数语，以表寸心。热爱凤县，建设凤县，共同

祝愿凤县明天更美好！

郑维国

2012年10月于凤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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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断头不断情

哥哥长得好人才

哥哥长得好英俊

郎在高山唱一声

姐吃韭菜久想郎

斑鸠叫唤咕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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