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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间故事是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间广为流传的

民间口头文学。它的起源及发生、发展与人类生产实践的内容及方

式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要求和理想，体现了他

们的情感与思想活动。

本书选编了中外民间广为流传、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经典，按

照人物故事、节日故事、饮食故事、名胜古迹、动物故事分为五

部分。

★ 人物故事: 领略智者的智慧，学习仁者的豁达，哂笑愚者的

蠢笨，品味百态人生，从而达到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的目的。

★ 节日故事: 感受缤纷节日，了解民风民俗; 学习传统节日知

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饮食故事: 汇聚经典食物，畅饮醇酒与香茶，享受饕餮盛

宴，增加人们对饮食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添生活的

乐趣。

★ 名胜古迹: 游览名山大川，领略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欣赏

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让我们身心愉悦、心旷神怡，增强我们热爱

大自然的信念，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动物故事: 了解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生动有趣的动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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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培养我们对动物的爱心，增强我们保护动物、珍惜动物的责任

心，让我们明白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的道理，从而促进

人类与动物的和谐共处。

本书内容丰富，寓生活知识、行为规范、处世准则于情节之中，

富有想象力，知识性、思想性强。阅读这些故事，可以让读者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净化灵魂，优化品格，促进智商与情商的全面

提升。

民间故事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的经典，正如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者恩格斯对民间故事给予的高度评价: “民间故事还有这样

的使命: 同 《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本 《流传深远的民间故事》吧!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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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故事

领略智者的智慧，学习仁者的

豁达，哂笑愚者的蠢笨，品味百态

人生，从而达到 “以古为镜，可

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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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替父从军

北魏社会经济经过孝文帝改革，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
定。但是柔然、契丹等少数民族日渐强大，他们经常派兵侵扰中原

地区，抢劫财物。北魏朝廷为了对付他们，常常大量征兵，加强北

部边境的驻防。

花木兰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平日料理家务。她还喜欢骑马

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衙门里的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知:

每家必须派一个男丁去当兵。看到通知后，木兰想到父亲老迈年高，

又怎能参军打仗呢; 自己没有哥哥，弟弟又太小。她不忍心让年老

的父亲去受苦，于是决定女扮男装，以弟弟的名字，代父从军。当

木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刚开始全家都不同意，木兰想尽办

法来说服家人。木兰的父亲本是一个老英雄，看女儿一片赤胆忠心，

又有超群的武艺，便答应女儿穿上战袍，跨上战马，赶赴边关去报

效祖国。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她担心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

人发现，因此处处加倍小心。白天行军，木兰紧紧地跟上队伍，不

敢掉队。夜晚宿营，她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凭着一身好武

艺，总是冲杀在队伍的前面。在一次与敌兵交战中，花木兰见敌军

三人夹击魏军贺元帅，她一马当先，解救了贺元帅，从而得到贺元

帅的赏识。十二年过去了，身经百战的花木兰已晋升为将军。一天

夜晚，花木兰巡营，忽听群鸟飞叫，料想定是敌兵前来偷营，立即

禀告贺元帅并献计四面埋伏，智擒偷营敌人。果然，敌军中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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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被擒。

从此，边疆安定，战事告休。花木兰在战争中屡建奇功，同伴

们对她十分敬佩，赞扬她是个勇敢的好男儿。

战争结束了，皇帝召见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但木兰既不想

做官，也不想要财物，更不敢与元帅的女儿成婚，她只希望得到一

匹千里马，好让她立刻回家。皇帝欣然答应，并派使者护送木兰

回去。

木兰的父母听说木兰要回来，非常欢喜，立刻赶到城外去迎接。

弟弟在家里杀猪宰羊，以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家后，脱下

战袍，换上女儿装。朝廷封花将军为尚书郎，贺元帅抬着礼物，领

着众将，亲临花家探访。元帅召见花将军，其父唤弟弟出来参拜。

元帅举目一看，惊讶不是花将军。花父没法，只好再唤花木兰出来。

元帅一见，更是惊讶，责备花父屡次隐瞒是何道理。花木兰仿效男

子声音叫了一声 “元帅”，这才使元帅和众将认出她就是花将军。花

木兰将自己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报效祖国的经过禀告贺元帅。元帅听

后大为赞赏，称她真是一位巾帼英雄。从此，花木兰留在家中，孝

敬父母，她的英雄故事，万世流芳。

曹冲称象

有一次，吴国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高兴。大象运
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

曹操等人都没有见过大象。这只大象又高又大，光说腿就有大

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去比一比，还够不到它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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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对大家说: “这只大象真是大，可是到底有多重呢? 你们哪

个有办法称它一称?”嘿，这么大个家伙，可怎么称呢? 大臣们都纷

纷议论。

一个说: “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

另一个说: “这可要造多大的一杆秤呀! 再说，大象是活的，也

没办法称呀! 我看只有把它宰了，切成块儿称。”

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说: “你这个办

法呀，真是笨极啦! 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地宰杀了，难道

不可惜吗?”

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可真叫人为难呀。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父亲，我有个法

儿，可以称大象。”

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就笑着说: “你小小年

纪，有什么法子? 你倒说说，看有没有道理。”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马上做好准备，

然后对大臣们说: “走! 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象

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齐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道道。

再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往船上装，

船身就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刚才刻的那条道道和水面

一样齐了，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

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

得连声称赞: “好办法! 好办法! ”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

头都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自然更加高

兴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望大臣们，好像心里

在说: “你们还不如我的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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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造伞

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伞。那时候，人们出门很不方便:
夏天，皮肤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 下雨天，衣服被淋得湿漉漉的。

鲁班想: 要能做个东西，既能遮太阳又能挡雨，那多好呢。

鲁班动起了脑筋。他跟几个木匠一起在路边造了一个亭子，亭

子的顶是尖尖的，四面用几根柱子撑住。接着，他们隔一段路造一

个亭子，造了许多亭子。这样，走路的人就方便多了。雨来了，躲

一躲; 太阳晒得难受了，歇一歇，喘口气儿。鲁班给大家做了件好

事，大家都很感激他。可是鲁班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他想，要是雨

下个不停，那该怎么办呢? 人总不能老蹲在亭子里不走哇。还得再

想办法。

鲁班心想: 要是能把亭子做得很小，让大家带在身上，该多好

啊! 可是用什么法子才能把亭子做得轻轻巧巧呢? 为了这个事儿，

他吃不香，睡不安。

鲁班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想出来。一天，天气热极了，他一

边做工，一边抹汗。这时，许多小孩子在荷花塘边玩，一会儿，一

个孩子摘了一张荷叶，倒过来顶在脑袋上。鲁班看见了就问他们:

“你们头上顶着荷叶干什么呀?”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鲁

班师傅，您瞧，太阳像个大火轮，我们头上顶着荷叶，就不怕晒

了。”鲁班拿起一张荷叶来，仔细瞧了又瞧，荷叶圆圆的，一面有一

丝叶脉，朝头上一罩，又轻巧，又凉快。

鲁班心里一下亮堂起来。他赶紧跑回家去，找了一根竹子，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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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许多细细的条，照着荷叶的样子，扎了个架子; 又找了一块羊皮，

把它剪得圆圆的，蒙在竹架子上。“好啦，好啦! ”他高兴得叫起来，

“这东西既能挡雨遮太阳，又轻轻巧巧。”鲁班的妻子听见他大呼小

叫的，赶紧从屋里跑出来问他: “出了什么事了?”鲁班把刚做成的

东西递给妻子，说: “你试试这玩意儿，以后大家出门去带着它，就

不怕雨淋太阳晒了。”鲁班的妻子瞧了瞧，又想了想，说: “不错不

错，不过，雨停了，太阳下山了，还拿着这么个东西走路，可不方

便了。要是能把它收起来，那才好呢。”“对，对! ”鲁班听了很高

兴，就跟妻子一起动手，把这东西改成活动的，用它就撑开，不用

就收拢。这就是咱们今天用的伞。

阿诗玛

从前有个叫阿着底的地方，贫苦的格路日明家生下了一个美丽
的姑娘，阿爹阿妈希望女儿像金子一样发光，因此给她起名阿诗玛。

她渐渐地长大了，像一朵艳丽的美伊花。阿诗玛 “绣花包头头上戴，

美丽的姑娘惹人爱，绣花围腰亮闪闪，小伙子看她看花了眼”。她能

歌善舞，那清脆响亮的歌声，经常把小伙子招进公房。她绣花、织

麻样样能干，在小伙子身旁像石竹花一样清香。

阿黑是个勇敢智慧的撒尼小伙子。他的父母在他 12 岁时，被土

司虐待，相继死去。他被热布巴拉抓去服劳役。一天，他为主人上

山采摘鲜果迷了路，在密林里挨冻受饿，受尽了惊骇，因怕主人责

骂，不敢回去。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放羊的小姑娘阿诗玛，她把阿

黑领回家，阿黑被阿诗玛的阿爹、阿妈收养为义子。从此，阿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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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诗玛两小无猜，相亲相爱。渐渐地，阿黑长成了大小伙子，他的

性格像高山上的青松———断得弯不得，成了周围撒尼小伙子的榜样。

人们唱歌夸赞他道:

圭山的树木青松高，

撒尼小伙子阿黑最好;

万丈青松不怕寒，

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

阿黑十分勤劳，很会种庄稼。他在石子地上开荒种包谷，包谷

比别人家的长得旺，包谷穗也比别人家的长得长。他上山砍柴，比

别的小伙子砍得多。他从小爱骑光背马。他调理的马，骑起来矫健

如飞。他挽弓射箭，百发百中。他的义父格路日明把神箭传给了他，

使他如虎添翼。阿黑喜欢唱歌，他的歌声特别嘹亮。他喜欢吹笛子

和弹三弦，他吹的笛声格外悠扬，他弹的弦子格外动听，不知吸引

过多少姑娘。这年火把节，阿诗玛与阿黑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以后，

这对义兄妹便双双定了亲。

一个街子天，阿诗玛前去赶街，被阿着底的财主热布巴拉的儿

子阿支看中了，他要娶阿诗玛做媳妇。他回家央求父亲热布巴拉，

请媒人为他提亲。热布巴拉早就听说阿诗玛的美名，马上答应了儿

子的请求，请有权有势的媒人海热立即到阿诗玛家说亲。海热到了

阿诗玛家，用他那麻蛇般的舌头，夸热布巴拉家如何如何好，怎么

怎么富，阿诗玛嫁过去怎样怎样享福。阿诗玛听了之后说: “热布巴

拉家不是好人家，他家就是栽起鲜花引，蜜蜂也不理他，清水不和

浑水在一起，绵羊不能伴豺狼。”阿诗玛的回答惹恼了海热，他威胁

道: “热布巴拉家是阿着底有钱有势的人家，热布巴拉的脚跺两跺，

阿着底的山都要摇三摇。你要是不嫁过去，当心丢了家! ”阿诗玛不

管海热怎样威胁，就是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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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秋天到了，阿着底水冷草枯，羊儿吃不饱肚子，阿黑

要赶着到很远的滇南热地方去放牧。临走时，阿黑向阿诗玛告别。

他们互相嘱咐，依依不舍。阿黑走后，热布巴拉便起了歹心，派如

狼似虎的打手和家丁抢走了阿诗玛。他想让阿诗玛磕了头，吃了酒，

见了客，生米做成熟饭，不嫁也得嫁。阿诗玛忠于她与阿黑的爱情，

她被抢到热布巴拉家以后，在热布巴拉夫妇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

不从，拒绝与阿支成亲。财主捧出金银财宝，指着谷仓和牛羊对阿

诗玛说: “你只要依了阿支，这些都是你的。”阿诗玛瞧也不瞧，轻

蔑地说: “这些我不稀罕，我就是不嫁你们家。”阿支绷着瘦猴似的

脸，眨巴眨巴眼睛，恶狠狠地骂道: “你不答应嫁给我，就把你家赶

出阿着底! ”阿诗玛毫不畏惧地说: “大话吓不了人，阿着底不属于

你一家的。”热布巴拉见阿诗玛软硬不吃，恼羞成怒，就命令家丁用

皮鞭狠狠地抽打阿诗玛，阿诗玛被打得遍体鳞伤。热布巴拉的老婆

诅咒阿诗玛是 “生来的贱薄命，有福不会享”。阿诗玛被关进了黑

牢，但她坚信，只要阿黑知道她被关在热布巴拉家，一定会来救她。

一天，阿黑正在牧羊，从阿着底来报信的人找到了他，告诉了

阿诗玛被抢的消息。阿黑闻讯后，很为阿诗玛的安全担心，他立刻

跃马扬鞭，日夜兼程，跨山涧，过险崖，赶回家来搭救阿诗玛。他

来到热布巴拉家门口，阿支紧闭铁门不准进，提出要与阿黑对歌，

唱赢了才准进门。阿支坐在门楼上，阿黑坐在果树下，两人对歌对

了三天三夜。阿支缺才少智，越唱越没词，急得脸红脖子粗，声音

也变得像癞蛤蟆叫似的，越来越难听了; 而有才有智的阿黑越唱越

起劲，脸泛笑容，歌声响亮。阿黑终于唱赢了，阿支只得让他进了

门。但阿支又提出种种刁难，要和阿黑赛砍树、接树、撒种。这些

活计阿支哪有阿黑熟练，阿黑件件都胜过了阿支。热布巴拉眼看难

不住阿黑，便想出一条毒计，皮笑肉不笑地说: “天已经不早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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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再送你和阿诗玛一起走吧!”阿黑答应住下，被

安排睡在一间没有门的屋子里。半夜，热布巴拉指使家丁放出三只

老虎，企图伤害阿黑。阿黑早有准备，当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

来时，他拿出弓箭，对准老虎连射三箭，射死了老虎。第二天，热

布巴拉父子见老虎死了，很惊异，再也无计可施，只好答应放阿诗

玛。可当阿黑走出大门等候时，热布巴拉又变卦了，立即关闭了大

门，不放出阿诗玛。

阿黑忍无可忍，立刻张弓搭箭，连续射出三箭。第一箭射在大

门上，大门立即被射开; 第二箭射在堂屋柱子上，房屋震得嗡嗡响;

第三支箭射在供桌上，震得供桌摇摇晃晃。热布巴拉吓慌了，连忙

命令家丁拔下供桌上的箭。可是，那箭好像生了根，没人能够拔得

下。他只好叫人打开黑牢门，放出阿诗玛，并向她请求道: “只要你

把箭拔下来，我马上就放你回家。”阿诗玛鄙夷地看了热布巴拉一

眼，走上前去，像摘花一样轻轻地拔下了箭，然后同阿黑一起离开

了热布巴拉家。

热布巴拉父子眼巴巴看着阿黑领走了阿诗玛，心中很不服气，

但又不敢去阻拦。心肠歹毒的热布巴拉父子不肯罢休，又想出丧尽

天良的毒计。他们知道，阿黑和阿诗玛回家要经过十二崖子脚，便

勾结崖神，要把崖子脚下的小河变成大河，淹死阿黑和阿诗玛。热

布巴拉父子带着家丁赶在阿黑和阿诗玛过河之前，趁山洪暴发把小

河上游的岩石扒开放水。正当阿黑和阿诗玛过河时，洪水滚滚而来，

阿诗玛被卷进漩涡，阿黑只听到阿诗玛喊了声 “阿黑哥来救我”，就

再也没听见她的声音，没看见她的踪影了。

阿诗玛不见了，阿黑挣扎着上了岸，到处寻找阿诗玛。他找啊

找，找到天放晴，找到大河又变成小河，都没有找到阿诗玛。他大

声地呼喊: “阿诗玛! 阿诗玛! 阿诗玛! ”可是，只听到那十二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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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回答同样的声音: “阿诗玛! 阿诗玛! 阿诗玛! ”

原来，十二崖子上的应山歌姑娘见阿诗玛被洪水卷走，便跳入

漩涡，排开洪水，救出阿诗玛，一同在十二崖子住下。阿诗玛变成

了石峰，变成了抽牌神 ( 回声神) 。从此，你怎样喊她，她就怎样

回答。

阿黑失去了阿诗玛，但他时时刻刻想念着她。每天吃饭时，他

盛着包谷饭，端着饭碗走出门，对石崖子喊: “阿诗玛! 阿诗玛! ”

那站在石崖子上的阿诗玛便应声: “阿诗玛! 阿诗玛! ”

小伙伴们在阿诗玛站的石崖子下，对着石崖子上的阿诗玛弹三

弦，吹笛子，唱山歌，那石崖子上的阿诗玛也会应和着铮铮弦音、

悠扬笛声，唱起山歌。

阿诗玛的声音永远回荡在石林; 她的身子，已经化成山崖，永

远和她的乡亲相伴。从此，你怎样叫她，她就怎样回答你。她的声

音，她的影子永远留在了人间。

长发妹

陡高山腰有一道长长的瀑布，像个女人躺在悬崖上把她的又长
又白的头发垂下山来一样。当地的人叫这瀑布做白发水。

这里流传着一个长发妹的故事哩。

很早以前，陡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这里人们吃用的水和田地

里用的水都要靠天下雨，若天不下雨就得到七里外的小河里去挑水。

因此，这里的水像油一样宝贵。

陡高山附近的村庄有个姑娘，她的头发青黝黝的，由头顶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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