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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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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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釆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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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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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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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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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尔

从前 , 有一个名 叫曼苏尔的娃娃 ,

大大 、妈妈都无常① 了 。 日 子过不

下去 , 他就给财主杜拉西 放羊 、 打

柴 , 每 天 吃 的是剩饭和 麸面馍馍 。

柴打得少 了 挨打 , 羊放不好 了也挨

打 , 过得实在可怜 。    

有一天 , 曼苏尔在 山上放羊 , 看

见一条黑蛇把白 蛇的头咬烂了 。 他

到跟前 , 一鞭杆把黑蛇挑到沟里 , 然

后给白 蛇头上贴 了 棉花灰 , 放到一

个山 洞里 。 他疲乏 了 , 就睡在 山坡

①无常 : 回 族常用语 , 即去世 。



上 。 睡着后 , 梦见一个 白胡 子阿訇 , 站在他的面前

说 : “今天有一个穿黑衣服拉黑马的 人来驮你 , 你

别去 ; 如果有一个穿白 衣服拉白 马 的人来驮你 , 你

就去 。 ”    

曼苏尔惊醒后 , 一看羊在山 上吃草 , 啥事也没

有 , “哦 ! 原来做 了个梦 。 ”他一转脸 , 忽然看见一

个黑衣人拉着 一匹黑马 , 站在跟前说 : “ 我 大大叫

你到我们 家里去 。 ”曼苏 尔说 : “我 给杜拉西家 放

羊 , 羊丢 了要 挨打 哩。 ” 黑衣人再 三劝说 , 他也不

去 , 黑衣人拉上马走了 。    

过 了一会儿 , 又来 了一个穿白 衣服拉 白 马 的

人对他说 : “我大大叫你到 我们家去 , 给你道谢 。 ”

曼苏尔回答 : “ 给我道什么谢 ? 再说 , 跟你走 , 我放

的羊丢 了咋办? ” “有办法 。 ” 白 衣人接过曼苏尔的

羊鞭 , 在地面上划了一个 圆圈 , 周围就变成 了一个

羊圈 , 把羊都圈 了起来 。 白衣人说 : “ 现在上马吧 ,

骑在马上你要把眼睛闭住 。 ” 曼苏尔 骑到 马上 , 只

听得耳门上风呼呼地响 。 白 衣人又说 : “ 你到 了 我

们家里 , 我大给你什么 东西你都不要 , 你就说 :‘ 把

你老人家上房里挂的第三朵花儿给我 。’ ”“ 好 。 ” 曼

苏尔回答 。    

走 了很远很远以后 , 曼苏尔听见哗哗的水声 ,

偷偷地把眼睛睁开 , 发现穿 白衣服 的人竟是一个



漂亮姑娘 , 骑着 一匹 飞马向 海里奔去 。 海水劈开

一个巷道让路 , 一眨眼到了龙王家里 。 白 衣人说 :

“现在把眼睛睁开 。 ”曼苏儿一看 , 真是到 了 另一个

世界 ,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 龙王亲 自 端上 了最珍

贵 的海参招待 , 龙王的儿子又端来 了两大盘金子 。

龙王说 : “你 打死 了妖精 , 搭救 了我女儿 的性命 。

没啥 给你 酬 谢 , 这 两 盘金 子不要 嫌少 , 拿 回 去

用吧 。 ”  

曼苏尔想起白 衣人安顿的话 , 上前说道 : “不 ,

我不要金子 , 您老人家如果真心谢我 , 就把您上房

里挂的第三朵花送给我吧 。 ”龙 王听了先是一惊 ,

犹豫 了一会儿 , 见曼苏尔执意不要金子只要花儿 ,

最后终于答应 了 。 龙王取 出 花儿 , 亲 自 送曼苏尔

带着花儿出 了海面 。  

曼 苏尔把花儿揣在怀里 , 赶紧往 羊圈 跑 。 到

了 山 上 , 天快黑了 , 他急急忙忙砍了 一捆 柴 , 赶上

羊往回走 。 走着走着 , 突 然想起花儿 了 , 掏出 来一

看 , 那 花儿又嫩又 红 , 他再回头看时 , 整个一道川

都被花儿映红 了 。 多神 奇的花 儿呀 ! 回 到家里 ,

他把花儿插在墙洼上 , 就去吃饭 。 吃罢饭 回 到屋

里 , 一看 , 本来炕 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 , 现在褥子

和毡铺了 五寸多厚 , 还有两床红缎被 。 抬 头又见

那花儿红艳艳的 , 特别好看 。 一会儿变红 , 一会儿



变 白 ,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 跳到他的面


前说 : “我就是你的媳妇 。 ”曼苏尔惊呆了 , 以为是


在做梦 , 姑娘走过来拉住 了他的手 , 从头说起了 自


己 的心里话… …
    

曼苏尔越听越高兴 : “胡达① 的拨派 , 我交了


这么好的运气 。 ”
    

第二天 , 日 头上来一竿子高 , 曼苏尔还没有放


羊去 。 杜拉西指使小儿子哈赛来叫 。 哈赛到 门 上


看时 , 一个媳妇和 曼苏尔坐在炕上有说有笑 。 哈


赛跑 回 去给大大说 : “曼苏儿的炕上坐着个媳妇 。 ”


杜拉西骂道 : “ 亏你说的 , 鸡窝里 哪有个金凤凰 ! ”


哈赛说 : “真的 , 不信你去看 。 ”杜拉西到门 上一看 ,


果然是一个漂亮 的媳妇 : 双眼皮 , 大眼 睛 , 方 圆 的


脸 , 长得 白嫩 白嫩 的 , 像仙 女一样 。
    

杜拉西看罢 , 心里立刻生出一条毒计 : 把曼苏


尔害死 , 让花媳妇做哈赛的媳妇 。
    

这一天 , 杜拉西对曼苏尔说 : “赶明儿早上你


给我砍来 山大的一堆柴 , 砍不来我就宰了你 。 ”曼


苏尔 回来就愁下了 。 媳妇问 : “你今儿咋这么愁 ? ”


曼苏尔把经过说了一遍 , 媳妇听罢说 : “不要愁 , 你


五更天出 去到大门上喊三声 , ' 赶天亮来 山大的一




堆柴 ’, 喊罢 回来睡觉就行了 。 ”曼苏尔五更天出去

喊 了三声回 来睡下 了 。  

第二天早上杜拉西一看 , 果然 砍来了 山 大的

一堆柴 , 他对曼苏尔说 : “今儿你到 狼洞里给我背

案板去 。 ”曼苏尔说 : “狼吃得路断人稀的 , 你不是

叫 我去送命 ? ” 杜拉西瞪 了 一下三角 眼 , 恶狠狠地

说 : “ 不去我要宰了你 ! ”  

曼苏尔又给媳妇说了 。 媳妇说 : “不要怕 , 你

拿上 四个鸡蛋 、 四根红线去吧 。 如果狼追到跟前

了 , 你放下一个鸡蛋就跑 ; 再追上了 , 你再放下一

根红线 。 ”  

曼苏尔 去狼洞 里 , 狼睡着 了 。 他悄悄地把案

板背上就跑 。 狼醒来一看 , 案板没有 了 , 跟踪就

追 。 眼看追上 了 , 曼苏尔放下一个鸡蛋 。 鸡蛋马

上变成一座又高又 陡的大 山 , 堵住 了狼 。 狼翻过

山又要追上 了 , 他又放下 了 一根红线 。 红线便变

成 了一条万丈深 的鸿沟 。 最后 四个鸡蛋 、 四根红

线放完了 , 曼苏尔也 回到家了 。  

杜拉西见曼苏尔活着 回来 了 , 又说 : “今儿你

给我挖一个海大的锅坑 , 要一个海大的铁锅 。 担

上一锅水 , 拿三根麻秆去把水烧滚 。 ”曼苏尔给媳

妇说 : “这真是往 死里害人 , 咋能办到 ? ” 媳妇 说 :

“你去挖上三锹再别管 , 然后到海岸上去喊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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