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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回 族民间传说故事丰富多彩 。 但

由 于种 种原 因 , 开掘 面世的极少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 随着少

数民族 文学的 复苏 , 回 族文学 也迎

来了 自 己 的春天 。 在大的氛 围的影

响下 , 回族民间传说故事破土而 出 ,

更加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 。    

1 9 8 2 年 , 我 和王 正伟 同志合作

编选过一 本《 回 族民 间故事选 》 , 由

上海文 艺 出 版社 1 9 8 4 年 1 2 月 出

版 。 这是 回族有史 以来 的第一本民

间故事集 。 之后 , 我 又根据 回 族民

间文 学不 断开 掘 发 展 的 实 际 , 于

1 9 8 9 年宁夏 回族 自 治 区成立 3 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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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际编选了 《回族 民 间故事 集 》 ( 宁夏人民 出版

社 1 9 8 8 年 2 月 出 版 ) 。 这两本故事集的 出版 , 对

回族民 间文学的开掘研究和对外交流起了 积极的

作用 。 我和美国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卡尔 · W · 路

卡特教授合作主编的《 中 国 回族神话与 民 间故事 》

( 纽约大学 出 版社 1 9 9 4 年 6 月 出 版 ) 就是在此基

础上的成果 。 十多年 过去了 , 为了 使这宗珍贵遗

产更好地为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 在庆祝 中华人 民

共和国成立 5 0 周 年和宁夏和平解放 5 0 周年 的 日

子里 , 经布鲁南 、 哈若蕙 、何克俭等同 志和我共 同

策划 , 决定在上述两本书的基础上 , 进行必要的扩

充 , 增加了 一些新 内容 , 删 去 了个别篇 目 予 以 出

版 , 这就是读者现在见到 的 “金汤瓶 · 回族民 间 传

说故事丛书 ” 。    

这套丛书按故事 的 内 容分类 , 大体分为神话

起源 、古籍记载 、 风物传说 、 历史人物 、 生活故 事 、

爱情故事 、机智人物故事 、 动物故事等类别 。 每一

种书选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作为书名 。 读者可 以

把她作为丛书看待 , 也可 以把她看做是独立存在

的几本书 。 因为 , 每一类故事又 自 成体系 。 总之 ,

方便读者 , 为读者着想 , 是编选本丛书的宗 旨 。    

这套丛书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 比较丰 富而

广泛 。 从回族起源 、 历史人物故事到家庭 、道德 、



爱情 、 动物故事 , 无不包罗 。 可 以说 , 她是 回族 的

民 间百科全书 。 有一句民 间谚语说得好 : “ 你要想

了解一个 民族吗 ? 不妨从爷 爷奶奶讲的 故事开

始 。 ”这是千真万确的 。 人们要想熟悉了解 回族历

史文化 , 那就先从熟悉 了解 回 族民间 传说故事开

始 。 这里的每一则故事 , 或者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

或者表现出 生动 的画 面 , 无不反 映着 回 族劳动人

民 的智 慧与 创造 。 回族民间传说故事有着重大政

治意义 , 反映了广泛 的社会生活 。 在 当前两个文

明建设中 , 我们 要特别重视发挥回族 民 间传说故

事的重要作用 , 用优秀的 民族传统文化去教育人

民 、鼓舞人民 , 更加 自 觉地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去 。  

这套丛书 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收故事的流

传区域 比较具有代表性 。 大家知道 , 回 族居住 比

较分散 , 具有大分散 、 小集 中的 区域特点 。 本丛书

收入的传说以西北 回族聚居地宁夏 、 甘肃 、 青海 、

新疆 、 陕西等省区搜集的作品为 主 , 还收有历年从

河南 、 云南 、 北京 、 贵州 、 广西 、 广东等地发 掘的 回

族 民 间传说故事 , 因 此 , 她适应 了 回 族聚居特点 ,

使这套丛书更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 一个地区出 现

的故事是本地 区社 会生活 的 反映 。 回 族如此分

散 , 民 间传说故事也必然显现 丰富多彩的 状况 。



如云南地区发掘的 回族民 间故 事 《插龙牌》 , 就有

回族求雨的 习 俗 。 在云南大学 民族博物馆收有马

毅生 ( 回族 ) 馆长祖传的龙牌 , 一面刻有经文 , 一面

刻有汉字 , 是求雨时候用的 。 这在西北 回 族 中并

不多见 。 对各地发掘 的 回 族民 间故事 , 我们有选

择 , 但不强求一律 。 回 族 民 间故事与多民族 民 间

文化的交流融合 , 这正是她的一个显著特点 。  

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 , 就是对古代 “ 胡人识

宝 ” 以及后来发展的 “ 回 回 采宝 ”故事的发掘 。 “ 胡

人识宝 ” 与 “ 回 回采宝 ”故事 , 作为这套丛书 的一个

分册首次与读者见面 。 这部分故事有以下几种情

况 。 一种是从唐人小说中辑选的 。 唐人小说分类

情况十分复杂 , 那 时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不像今

人这样 明确 。 如牛肃在 《 纪闻 · 水珠 》 篇所描述的

故事 , 民间传说的成分就多一些 , 也很有可能唐人

小说中 记述 的 内 容有 一类就是 民 间 传说故 事 。

《水宝 》篇则选 自 明代陈洪谟的 《治世余 闻 》 。 一种

是从明 清小说中辑选的 。 如《转运汉巧遇洞 庭红》

选 自 明代凌 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 》 。 这时 , “ 胡人

识宝 ”传说的人物 、情节已被文人加工 。 我们辑选

它是为了 使读者对这类故 事的 发展轨迹有 所了

解 , 但并不认为它是民 间 文学 。 对于古代记载的

文言文 , 特请宁夏大学 中文系 王茂福副教授译为



白话文 , 并将原文附录刊出 , 这样读者阅读更为方

便 。 另一种是 “ 回 回釆宝 ” 的故事 , 选 自 3 0 年代初

浙江绍兴 陶茂康等人编辑的 《 民间月 刊》 。 把这几

种情况加 以 比较 , 可 以看到从 “胡人识宝 ” 传说到

“ 回 回釆宝 ”传说的演变过程 。    

在历史人物传 中 , 这套丛书还增加 了 白 寿彝

先生 3 0 年代搜集发表 的一些 回 族 民间故事 。 如

1 9 3 0 年初 , 白 先生赴云南调查 , 写了 《 滇南丛话》 ,

记载了 《蔡老师祖》 和 《保老师祖》 两则传说 , 非常

形象生动 , 特予以辑录 。 从 中 , 读者会看到 白 寿彝

先生作为历史学家 , 他是如何记录和使用 回族民

间 文学的 。    

回族民 间故事 民族属性的判定是一个很复杂

的问题 。 根据 目 前 民间 文艺界的 一般认识 , 我们

对收入本丛书 的故事 , 除古籍外 , 确定了 以下大体

上的原则 : 1 . 讲述人必须是回 族 ; 2 . 未有讲述人但

搜集整理者一般为 回 族或 民 间 文艺界知名 人士 ;

3 . 题材必须是反映 回族生活 内容而且富有 回族特

色的传说故事 ; 4 . 由 于大量传说故事都是在本世

纪 8 0 年代初我们与各地联系收集到 的 , 因此除明

确 刊载于某刊物外 , 采集时间一般只 注明年份 ; 5 .

每篇作品都注明讲述人身份 、 流传地区 、 搜集整理

者姓名及搜集时间 , 以增强本丛 书的科学性和历



史价值 。 对回族内部使用的一些经堂语 、 专用语 、


方言 、谚语等 , 作 了必要的注释 , 供读者参考 。
    

关于 回族民 间故事的分类 、特点 以及规律等 ,


我 已在上海辞书 出版社出 版的 《回族 民间故事选 ·


前言 》 中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 余不赘述 。
    

民 间文学是一个民族口 传的历史 。 回族 民间


传说故事从一定程度 上 印证 了 回族形成 、 发展 的


过程以及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


的情况 。 这套丛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弥足珍


贵 。 回族民 间传说故事 产生 自 民 间 , 又对本 民族


的 形成和民族精神的 陶冶起着 巨大的作用 。 愿这


套丛书 成为 人们 了解 、 喜爱 回 回 民 族的一个新


窗 口 。


李树 江


1 9 9 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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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故事

蜜枣的传说

吃过密枣儿的人 , 都想知道它的来历。  

传说在很远 的 年代 , 一 次穆斯

林和异教徒发生了 争执 , 厮杀起来 。

异教徒的头子 , 手持钢刀 , 来追杀穆

罕默德① 。 穆罕默德见有人持刀来

杀他 , 自 己力量薄弱 , 便左拐右转 , 甩

掉了追杀他的人 。 然后脱掉了那件

青色长袍 , 低头坐在一个土台子上。

① 穆罕默德 :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



    过 了一会儿 , 那个异教头子 , 上气不接下气地

跑到穆罕默德跟前问 : “ 刚 、 刚 才从这儿有没有跑 、

跑过去一个高个子 ? 你 、 你见 了没有 ? ”    

穆罕默德低着头沉着地 回答说 : “见 了 , 他朝

东南方向跑了 。 ”    

那个异教头子道 : “那你快领我去 。 ” 穆罕默德

却说 : “等我把枣子吃 了再走吧 。 ”说话 间 , 他从袍

襟里撕下了一个棉花疙瘩 , 用右手捻了 捻 , 然后刨

了一个小土堆 , 把棉花疙瘩种在里面 。    

那个异教头子说 : “ 你才种 下去 , 啥时节才能

吃上呀 ! 快 , 不要磨蹭 了 。 ”穆罕默德笑着说 : “你

急啥呀 ! 马上就能吃上的 。 ” 那人不信 : “要是能立

刻吃上你种 的枣子 , 我便拜你为师 ! ”    

穆罕默德说 : “ 那你就看着 吧 。 ” 话音落地 , 土

堆里真的长出一个又嫩又绿的枣树苗苗 。 一转眼

长上一尺多高 , 还开了两朵小花 。 一阵儿过后 , 这

两朵小花结了 两个枣儿 。 穆罕默德念 了 个 “ 台斯

米 ” ① , 伸手就摘 了下来 , 一个给了 那个异教头 子 ,

一个 自 己 吃了 。

枣子又黏又甜 , 真是顿亚② 上罕见的呀 ! 那

① 台斯米 : 阿拉伯语 , 起词或开始词 。

② 顿亚 : 阿拉伯 语 , 世上 。



个异教头子吃完惊奇地望着他想 , 这人有这么 大


的本事 , 还让这枣树结 了两个枣 , 给了 我一个 , 嘿


嘿 , 他究竟是谁呀 !
  

穆罕默德见他吃完枣子呆呆地发愣 , 就抬头


说 : “我 就是穆 罕默德 , 凭着胡 达① 的 口 唤 , 要杀


你就杀吧 ! ”
  

那个异教头子 , 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 , 又想 了


想吃枣子的情景 , 扔下了钢刀 , 上前 紧紧握住穆罕


默德的手说 :
    

“ 我们 以 后再不 做冤 家了 , 要和穆斯林和 睦


相处 。 ”
  

从此以后 , 双方和解 了 。 这棵穆 罕默德种 的


枣树 , 也越长越茂盛 , 人们都吃上了又甜又香的枣


儿 。 后来 , 穆斯林就把蜜枣看作非常珍贵的东西 ,


还把枣核做成 串珠 , 供礼拜时用 。


流传地区 : 宁夏南部 山 区


口    述 : 王 彦第 ( 回 )


搜集 整理 : 王 正伟 ( 回 )


搜集 时 间 : 1 9 8 3 年
  

① 胡达 : 穆斯林对伊斯兰 教崇 奉的 唯一造 物 主真主


的称谓 。




乞讨不如 自食其力    

从前 , 有一个名 叫木 沙的青年 , 远离家乡 , 四

处流浪 , 但又游手好闲 , 大事做不成 , 小事又不愿

做 , 每 日 讨些残汤剩饭鍸 口 度 日 。    

一天 , 他来到一个院 内 长满鲜花的人 家 。 还

没等他敲门 , 屋主人刚好走 了 出来 , 他来到木沙跟

前 , 打量 了 他一番 , 笑着问 : “年轻人 , 你有什么家

业 吗 ? ”    

木沙不好意思地说 : “我哪里有什么家业 。 我

只有一条能将就睡觉的毡子 , 一只用来喝水的碗 ,

一根用来打水 的麻绳 。 ” 主人笑呵呵地看着他又

说 : “噢 , 是这样 。 年轻人 , 去把你的这三样东西拿

来吧 。 ”    

过了一 阵工夫 , 木沙拿 着那 三样 东西来 了 。

主人和木沙一起到市场上将三样东西卖掉 , 然后

买了一把斧子 , 一起 回 到了 他家 。 他让 自 己 贤 良

的妻子做了饭 , 叫年轻人吃得饱饱的 , 又给他包上

了一些干粮 , 然后 , 在他腰中缠 了一条长绳子 , 把

斧子交给他 , 打发他上山去砍柴 , 并约定半个月 后

再来这里见面 。

按照主人的指点 , 木沙到山 里砍了 许多柴禾 ,



背到集市上去叫 卖 。 每天如此 , 他不但吃饱 了 肚


子 , 换了 身新衣裳 , 而且 口袋里还有了 积蓄 。 这时


他才明 白 了 主人的意思 , 他心里很感激 , 是他教会


了 自 己 应该怎样过 日 子 。
    

半个月 过去 了 , 木 沙如 约来 到了 主 人家 里 。


主人十分高兴地接待 了 他 。 两人寒暄 了 一阵 , 年


轻人叙说 了 自 己 感激 的心 情 , 还说以 后再不过游


手好 闲的 日 子了 。


主人听 了 , 意味深长地说 :


“与其乞讨度 日 , 不如 自食其力 。 ”
  

年轻人连连点头称是 。 临别 , 他很恭敬地 问


主人的名 和姓 。
  

主人微微一笑 , 温和地说 : “我 叫穆罕默德 。 ”


流传地 区 : 新疆乌 鲁木齐


口    述 : 海蒂澈 ( 回 )


搜集整理 : 郭 秀梅 ( 回 )


搜集 时间 : 1 9 8 3 年


洋芋的来历
    

相传穆罕默德进行圣战 的时候 , 一次全军人


马被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谷里 , 人饥马 乏 , 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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