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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群

众文化工作者几年的辛勤努力，现在陆续和读者见面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辑工

作，发起于1984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

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1984年5月28日)，中国民间。

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遵照《通知》精神，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民间文

学搜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集成编纂工作应贯彻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为

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全面普查，科学采录，以县为单位编印民间文学的

资料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辑委员会汇集县、地、市普查出版的成果，根据全国编委会

确定的要求和规格，精心编纂故事、歌谣、谚语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本，经全国编委会

审定后，公开出版。
5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作为全面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状况的权威性版本，所选印的作品，

总体上说是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秀故事的忠实记录，这些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民族

性和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文学欣赏和借鉴的艺术珍品；又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民间文艺

学和其他有关学科(包括文化史)的宝贵的研究资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集现阶段流传

于中国各族人民口碑之中的民间故事之大成，在普查、采录、甄选、编定等每一个环节上都

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这项工作确实是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上一项空前浩大的系统工程。集

成的出版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异

彩。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使用的“民间故事”这个名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中国

各族人：民群众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其中有神话、传说，还有其他各种样

式的故事，如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以及某些民族或地区特有的口头

散文叙事文学体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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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辽阔的国土上，除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民族以外，还居住和生活着其他55个少数

民族。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密切

联系，互相影响，团结共进，以辛勤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共同开拓祖国的疆土，共同

创造和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及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

’56个民族使用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五大语系

的五十多种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有部分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喇嘛教、东正教、及至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

等，在不同民族的群众当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

由于多种原因，各民族的、甚至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是很不平衡的。

在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当中，分别存在着封建地主经济、资

f 本主义经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远古时代，夏、东夷、三苗、羌以及山戎、猃狁等诸多古老民族，分别在黄河流域、淮河

流域、长江流域、西北高原、大漠南北等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辽阔疆土。

商周以降，各族人民交互往来日益增强，以夏族、商族、周族为主，吸收了羌、戎、狄、

苗、蛮等许多民族的成分，演化成为华夏族。
‘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以后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汉族在全国的社会

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许多少数民族如蒙、满、维吾尔、白、

彝、藏以及羌、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或在中国全境，或在部分地区，都曾建立过政

权，统辖政务，行使管理职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祖国统一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伟

业，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完成的。

各族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劳绩和高超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对世界

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还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人民群众经过

无数历史时代口耳相传、辗转丰富的口头艺术创作便是其中最有特色、最可宝贵的文化遗

产之一。

中国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民间故事口头讲述和流传的许多具体情况今天很难追寻，但在长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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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也保存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文字记载和其他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各种民间故事

的基本内容和某些形式特点，因而，我们就有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中国民间故事源远流

长的发展做一些简略的推测性的追溯。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把中国民间故事整个历史发

展，区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大时期(即大体上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此前统划为

“古代”，此后划为“近现代”)。对于“古代”时期民间故事的发展，又大致分两个阶段。

(一)从远古至唐代，是古代各种民间故事产生发展、众多体裁逐渐齐备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最先流传并见于记载的是远古传下来的各族神话传说。根据《诗经》、

《尚书》、《周易》、《山海经》、《淮南子》，还有屈原的一些创作和其他著述所保存的材料，以

及钟鼎彝器、墓葬石刻上保存的神怪图像等，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相当丰富的。

其中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尧、舜、鲧、禹以及盘瓠、九隆等神话，透露了各种

文化创造、社会发展等的信息，也反映了各族先民勇于同自然斗争的精神。这些神话人物

中的大多数很早就历史化了，他们在后人的心目中以各族始祖和文化英雄的身份出现，开

中华民族艰苦创业传统之先河，在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上影响十分深远。先秦时期，诸

子散文创作十分繁荣。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或记述历史，先秦诸子在著作中经常运用和改

编古代神话、历史传说、动物故事等等，无形中扩大了这些故事的影响，完善了寓言的体

裁，有的还汇集许多故事、历史资料，以备游说之用(如《韩非子》中有《说林》、《内外储说》

等篇)，于是形成了我国寓言故事记录和创作史上一个高峰时代。随着史官文化的发展，历

史著作逐渐增多，许多历史人物，如商汤、伊尹、姜太公、周穆王、伍子胥、秦始皇、项羽、张

良等的传说故事，多被收入其中。魏晋时期的著作还记述了方士、神仙一类人物，如王子

乔、赤松子、费长房等的神奇事迹。这样，人物传说的体裁也渐渐地发展起来。

地方传说早在《山海经》中已有萌芽，《史记》等历史著作和《水经注》、《括地志》等地理

著作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中，都引述过很多这类传说。其中既有记述古代神话人物和历

史人物遗迹的故事，也有以普通劳动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关于天河与海相通、某地

沉陷为湖、灵物协助筑城等的故事。这些情况说明，各族人民很早就对自己生产、生活的自

然环境和人工建造等给予切实的关注，并把它们和神或人的社会历史活动联系起来。其他

和地方传说体裁特点相近的传说，在这一阶段也有相当发展，见于书面记载的为数甚多，

如属于动植物传说的《斑竹》(《博物志》)、《懒妇鱼》(《述异记》)；属于特产传说的《千日酒》

(《博物志》)；属于风俗传说的《屈原和端午节》(《续齐谐记》)、《阴子方祭灶》(《搜神记》)等

等。

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小说盛行。小说一向被视为不本经传的琐屑之言、。残丛小语”，

。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它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各种民间故事为数

不少。仅在晋代干宝《搜神记》中就有关于狐精和其他精怪的故事，人同天仙或鬼灵成婚的

故事，不怕鬼和不迷信鬼神的故事，斩妖除怪的故事，动物报恩的故事，为水神传书带信的

)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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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以及《盘瓠》、《韩凭妻》、《三王墓》、《董永》等著名传说。一般讲来，口头故事书面记载

的时间并不等于故事产生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各种故事大多在此之前就已产

生、流传相当时间了。

民间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述，许多故事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我国古代文化

高度发展，和世界各地的交往也很频繁，民间文学创作的彼此影响、互相交流自是经常发

生的事，一些世界著名故事在我国文献中也早有记述。例如，《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是世

界著名“天鹅处女型”幻想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述，此故事在后出的《田岜嵛》(见勾道兴本

《搜神记》)中，情节又有了很大发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是世界许多国家

流传的“灰姑娘型”幻想故事最早的完整的记录。《酉阳杂俎》还记述了新罗国旁钜兄弟的

故事，古龟兹王降龙的故事，波斯王女滴血筑城故事等，这些故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

外，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在我国民间传说故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及外国人的题材

(如波斯人识宝传说)。佛教传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我国很多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多

方面的影响。在汉族人民群众中，佛教的地狱观念、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思想广为流行，

并反映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一些佛教著名人物(如观音菩萨)在故事中成为劳动群众解脱

苦难的寄托。许多佛经故事(如《百喻经》、《佛本生经》中的一些故事等)也为群众所接受，

并在流传中有所演变。至于那些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如藏族、傣族等)，在故事创作中所

受佛教的影响就更大些。

(二)唐宋至清代中期，是古代各族民间故事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前一个历史阶段，民间故事各种主要体裁均已逐渐形成；唐代以后各族民间故事得

以进一步繁荣，并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

从汉族来看，此前出现的各种民间故事体裁，这个阶段大都继续传承下来，并有许多

新的作品和新的类型产生(神话方面较少)。这个阶段历史人物的传说，如关于李白、包拯、

沈万三，特别是黄巢、杨家将、岳飞、戚继光、郑成功、李白成等的传说，具有最为鲜明的时

代色彩。这个阶段还有许多反映染色、刺绣、接花、烧瓷等工艺技术的故事出现。唐宋以后

又产生一批新的道教人物和神仙的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八仙传说，许逊、张三丰等的

故事也很有影响。在沿海各地和台湾则盛传海神天妃(亦称天后、妈祖)的传说。著名的白

蛇和许仙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也主要形成并发展于这个阶段。

生活故事和笑话在这个阶段蓬勃发展，有关记载也较为丰富。笑话编为专集最早的是

三国时魏·邯郸淳的《笑林》，此书记述的一些作品至今仍有口头流传。此后有隋代侯白的

《启颜录》，有托名宋代苏轼的《艾子杂说》，明代有江盈科的《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

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清代有石成金的《笑得好》、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等等。这些

书所收作品十分庞杂，许多并非民间笑话，有的为低级趣味的谐谑。但其中确也保存了许

多民间流传的思想性较强的笑话和幽默滑稽故事，反映了民间故事现实性加强的重要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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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也均有书面记载。故事方面，有的民

族就有多种形式的书面故事集传世，《尸语故事》、《故事宝

鬟》，以及为多种格言书作注释的故事集，如《萨迦格言注释故事集》等等，不胜枚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习惯上所称的“近代”(1840年

至1919年‘‘五四”运动)和“现代”(“五四”运动以后)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

略，我国自1840年以后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变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各民族人民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至

1949年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鸦片战争以后的150多

年，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活跃在人民群众口头的民

间故事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同时，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我国民

间故事在近现代自然形成一个单独的发展时期。

民间故事主要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只有进行调查、采录才能对它有切实的了解。在

近代，我国文化思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当时所谓“西学”波及各个学术领域，关于民间文

化也引进了不少新的观点，但在民间故事的采录方面，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当时除了出版

少数笑话集，其他传说、故事还是散在各种文言笔记小说和史、地著作之中。当然，其中也

不乏具有一定时代色彩的作品，如讽刺清代官吏的笑话，反映“西人”采宝或盗宝的故事

(例如《千里井》，见《醉茶志怪》)等。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情况就大不相同

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的新学科，这方面理论探讨

和作品发表出版的活动十分活跃。1922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

．但它不只搜集、研究歌谣，从该刊第69号起连续刊出讨论《盂姜女故事》的9个专号，对民

间故事的采录与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间文艺》和《民

俗》周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和其他报刊，也经常刊出各种传说、故事；中大

民俗学会和其他出版社还出版各种故事的集子，仅北新书局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

期就接连出版林兰编的故事集37本。当时较有影响的故事集有《徐文长故事》、《呆女婿故

事》，还有《大黑狼的故事》(谷万川编)，《巧女和呆娘的故事》(娄子匡编)，《祝英台故事集》

(钱南扬编)，《广州民间故事》(刘万章编)，《娃娃石》(孙佳讯编)，《泉州民间传说》(吴藻汀

编)等。

在《歌谣》周刊创刊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民间故事采录发表的情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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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进行民间

家有关部门支

持下，于1984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提出指导此项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再一次掀起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高潮。这次普查、采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普查

的地域、民族和采录的对象十分广泛；采录作品数量十分巨大(1984年至1990年全国采

录民间故事184万多篇)；在普查中发现大批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全国能讲50则

故事以上的9900多人)；部分地区还对故事讲述者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

进行了重点采录，如河北省藁城县耿村、行唐县杏庵村，湖北省丹江口市伍家沟村，四川省

重庆市巴县走马乡等，有的还编印了“故事村”作品专集。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和藁城县

对200多户人家的耿村先后进行过8次普查，采录到4300多篇故事，编印了5册资料集。

辽宁省也编印了故事家作品专集多种。集成卷本为了贯彻“三性”原则，在编辑体例上也突

破过去一般故事集的格局，兼收部分优秀作品的异文，以编者“附记”的形式介绍故事的历

史、民俗背景、流传地区及有关讲述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保存有关科学资料的方式(如讲述

者基本情况简介、作品注释、图表、索引等)。此次集成编纂工作声势浩大，发动面广，作品

甄选严格，科学性较强，因此从一开始就引起国内外民间文学界的关注，在广大人民群众

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实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这一次规模宏伟的采录工

作，使我们对我国当代各民族民间故事的现状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间故事的科学采录工作，我们清楚地看

到，在近现代这个历史时期，各种民间故事依然广泛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口头上，活跃在各

族人民的生活中。在古代，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故事只知其情节骨干(甚至仅存情节片断)，

具有民间生活气息、有血有肉的生动记录十分难得。在近现代人民群众的口头上，完整、生

动的故事随处可见，即使是一些十分古老的体裁(如神话)，同样以活生生的完整形态流传

在人民之中。

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些民族由于历史具体情况所致，在他们的社会和文

化生活中至今还存在着神话产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流传有各种口头神话，不同民族的神

’

话各呈异彩。例如关于天地开辟，珞巴族认为天地自开；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认为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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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神化的人把天地分离开来；壮族有世界树把天地撑开之说；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则传说

神或某种动物死后尸体化生世界；阿昌族、土家族、瑶族、布郎族神话则说是神创造了天

地；满族则有在天地开辟过程中天宫诸神发生大战的传说。其他关于人类起源、洪水泛滥、

谷物起源等神话、传说，也都流传许多不同说法，显示出各族神话幻想的丰富多样。许多民

族还把一些单个情节组织成具有完整脉胳的创世史诗，如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古

歌》，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羌族的《木姐珠与斗安珠》等。有

的民族此种史诗还不只一部，如彝族中就流传着《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

依》、《阿里西尼摩》等多部作品。这种创世史诗是我国各民族神话体系化的重要形式。它

在古代即已出现并见于书面记录；在现代，口头流传数量之多和形式之完整，更是世界各

民族神话和史诗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

如果从总体来看，在我国各种民间叙事体裁中，当以传说流传最为广泛，作品最为丰

富，这一点早在20年代末民间文学工作者即已指出，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传说专

号序》就说：。中国立国之久，地方之大，传说不知有几千几万件，有的已发展而今衰落，有

的还日在发展之中，材料的丰富决不是随便可以估计。”(《民俗》47期，1929年2月3日出

版)尽管神话的生命力很强，一些优秀神话作品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中仍有流传

(如汉族中原地区近年发现不少神话，其他汉族地区也有少量神话)，但那毕竟是一种余

波，因为神话以远古时代的生活为背景，以原始思维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原始思

维逐渐削弱，许多神话日渐消失。传说这种体裁样式主要以特定的人物、事件、自然物和人

工物等为对象，题材十分广泛。我国文明发达较早，历史发展波澜壮阔；地域广大，物产丰

富；民族众多，生活多彩，传说的题材取之不尽。同时，传说还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它可以在

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也可以根据现实生活编织情节。它可以描述著名历史人物的

活动，表现对于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对于劳动技艺的赞扬；也可以用

各种生动的情节解释风俗习惯、地方风物、土特产品等的来源和特点，因而不论过去的书

面记载，还是现代口头流传的作品，传说的数量都是最多的。

现代口头流传的传说，有大量作品是以古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为题材的。一般群

众进行此种作品的创作不一定直接从书面记载中取材，不一定以正史定论为依据，他们往

往将本地区历史文化的遗迹同历来的口头传承结合起来，编讲故事，因而许多传说常常把

本地的历史、民族、宗教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如有关北京建城的传说，其中主要讲刘伯温、

姚广孝等的活动；湖北一些地方流传三国时期人物的传说，大多和当地三国历史遗迹相结

合；各地著名古代建筑的传说，其中多借鲁班的巧艺来赞扬劳动者自己的智慧；蓬莱、崂山

等地，历来有方士、道士的活动，这些地方的著名风物，多被命名为“仙人桥”、“聚仙台”、

“玉女盆”之类。即使涉及古代神话人物，在现代流传中也常常表现出地方化趋势，这种情

况是我国传说不断产生、日益丰富的原因之一。

∥



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中，虚构性的故事同样十分丰富。和传说相比，故事不需要依附特

定的人物、事件、地方、风俗等等，它的题材和思想意义一般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因此，如果

说传说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上，那么故事的丰富性则主要表现在它的艺术形式

的多样性上。在这里有专门表现各种动物之间的纠葛的动物故事；有现实生活与神奇幻想

交织而成的幻想故事}有借鬼、狐及其他精怪表现社会人情世态的作品；有据普通劳动者

的生活虚构而成的情节曲折、具有幽默、诙谐特点的生活故事；有专以喜剧性手法讽刺统

治阶级和人民生活中落后现象的笑话和滑稽故事；有专门表现人物机智行为和恶作剧的

故事；有以隐喻的方式说明生活教训和哲理的故事；有用谜语、通俗诗歌、对联等结构而成

的故事等等。

近年来对民间故事进行全国性普查、采录，还使我们看到，有许多故事，它们传播的地

域是很广的，例如，关于盘古、伏羲、女娲、大禹和射日、奔月、洪水等神话；关于鲁班、诸葛

亮、李白、包拯、八仙、秃尾巴老李以及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娘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

传说；还有关于龙王龙女、老虎外婆、蛇郎、猫狗成仇、十二生肖、狐仙、呆女婿、巧女等的故

事，在很多地区和民族中广泛流传。但是，在各地区和各民族民间故事中数量更为众多、更

具代表性的则是本地区和本民族所特有的作品。例如，各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如

鄂温克族女萨满创世神话，布朗族《顾米亚创世》，哈萨克族《萨迦甘创世》)；各民族各有本

民族的英雄传说(如彝族的支格阿龙，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满族的老罕王，侗族的吴勉，赫

哲族的乌克定)；各地区各有关于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的宗教、风俗和物产的传说故事(如

藏族《茶和盐的故事》，傣族《泼水节的传说》，永宁纳西族关于干木女神结交阿注的神话，

白族关于本主的故事，满族《尼山萨满的传说》，汉族舟山群岛关于海洋动物的传说和故

事，桂林山水的传说，东北地区关于人参的故事)。此外，各地区和各民族还大多有本地区

和本民族的以机智著称的人物的传说和故事等等。这样，我国各民族民间故事就表现出异

彩纷呈而又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的特点。

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长期互相依赖、互相

往来，历史上的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

与融合、聚居与迁徙等等，都会给民间故事的交流创造很多方便条件(自然，各地区、各民

族出现某些雷同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它们各自独立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和考察

的问题)。但是，这些受赐于共同的民族历史的“精神行囊”和来自其他地区或民族的口传

作品，不可能完全满足本地区人民的精神需求，各地区人民根据本地区民情风俗、宗教信

仰、地理环境、语言特点等等，创作反映本乡本土、本民族历史和反映本民族性格的故事，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就是对那些历史上传承下来和别的地区传播而来的作品，也常常要根

据本地区的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加以改造，因而它们同样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和地方的

差异性。例如，畲族和瑶族关于盘瓠的神话有着共同的根源，但因两族分布地区、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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