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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泉州民间传说》是吴藻汀先生(公元一八八八一一

一九六八年)一生的心血所萃。

泉州索称"海滨邹鲁" ，为历史文化名城，典章文物，盛

极一时，民间传说很多。吴藻汀先生对寄托着民族精神与人民

愿望的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感情，做了大量的发掘、搜集、整

理部研究工作。他执教之余，深入社会、深入民众，广泛搜罗，

凡里巷之所流传，耳目之所见闻，向人之所缸录，皆一一陡笔

撰次，遂以成篇。

由于吴藻汀先生以民众口气进行记录整理，文字朴素流

利，风趣有昧，探受群众欢迎。此书一出，风行一时，特别在

闽南一带和东南亚操闽南方言地区的华侨和华人中间，更是除

炙人口，雅俗共赏。雨夕风晨，茶余版后，豆棚瓜架，摇蒲

扇，讲故事，说曲折理诸如东西塔、承天寺、洛阳桥，俞大献、

史国老‘李九我J江某侯……，等等，等等，作为对下一辈选
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

遗憾的是t <(泉州民间传说》虽曾广泛流传，但经过半个

世组，尤其是十年动乱，此书散快殆尽，存本绝少。为了让人

们能重新读到这部传说，我们多方访求搜集。承吴藻汀先生于

女及厦门图书馆支持，我们得以将《泉州民间传说》重新刊

行。

因为时代局限，原书也掺杂了一些糟柏，编辑时对个别篇

幅作下一些技术处理。为使版面眉目清楚，空白扯我们作了补

白，附此说明。因水平有限，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吴碟汀先生和《泉州民间传说》

〈代序〉

(川)

《泉州民间传说》这部书，是先父央践汀先生的遗作。今

年是他诞生九十七周年。人们用重印他的这部遗作来表示对他

的怀念F 因为他不仅是本地区较有影响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而

且从金回来看，他也是逊情以来接班地方民间传说的先行者。·

正如史学家顾献刚先生一九二九年三月在《泉州民间传说第一u

集》的月号文中指出的，~现在，地方的歌恼架虽有多种，跚地

方的传说还不多，藻汀先生此书足以开仙一个新风气。……我

们希望藻汀先生和同情于藻汀先生工作的人，从这一册出版以

后，努力进行陆续搜集，陆续出版。使将泉州这所主藏有完全

若在踞的…夭。使得全阔的同志凡此榜样都能闻风兴起，就自己

所在地发掘宝藏，得到最后的大成功"。由此可见，在二十年

代前，地方传说集还是不多的。《泉州民间传说》的出版，在

国内还是"开出…个翻风气"的。而这以后的写作实践也足以
证明，他并没有军事负顾先生的期嫂，他真的"进行时臻的搜

集、陆续出版"。仅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的

不到凹年中，他就编写了数十万育的民间传说，先后分四集出

版，直到抗战中，他回忙于教学和111向抗日宜传，编写工作才停

了一段。胜利后，他又在一九四六年出版了第五荣。随后，又

在报上发表第六集的初梢。解放后，相班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泉州民间传说边辑》 α 他退休后，仍不遗余力地现头于珑

项工作。一九六一年后，他还在市政协先后主编《泉州文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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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八辑。他的一生确实为泉州地区的民间文学和地方史研究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先交名\...黯汀，生于光绪十四年( 1 888 年)。阜年就
学于清末的辩学一一泉州府中学堂。牢业覆试挟优等第二名奖

:t(优贡"。问 Uß注入全问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倾

向革命，秘密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

动。辛亥丰命后，他即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泉州i任教职

近五「年，一九五八年退休。

他思想听颖，接受新事物快。民国初，他就积极参加新文

、化运动，带头批判孔夫子的封建理论道德。同时努力从事新烧

剧活动。 191 6 年，他为首组织泉州首创的话剧社在泉公演

《皇帝梦>> <<血手印》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话剧"。一九二宜年

"王卅"惨案发生后，他激于义愤，亲自写了《申江血》一剧

在开元寺公演筹款支援上海反帝工人。抗战中，他还写了"泰

;山鸿毛"等剧本，宣传抗日。

他一生写过不少东西，除编著泉州民间传说六集外，远写

过不少话剧剧本和文史资料、史学资料。主编过《闽南乡土杂

志》、点校编 fp <<闽中攒闻》一书，撰写《抗倭英雄俞大献》

和《泉州回何理七部桔考证》等书。对于他的工作和贡献，人

民并没有忘记。解放后的历届县、市人代，他都先后当选为代

表，他还先后担任过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市政协委员、省

文史馆馆员、民革福建省委委员和泉州市常委、中国作家协会

福建分会理事等职。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0年他曾先后二次晋

京参阳全国性会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二)

泉升1:是我国廿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海滨邹鲁"

之誉。因此，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组成部份的民间传说保留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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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这也是必然的。可是，长期以来，这些为群众所喜闻乐

昕的民间传说却一直不为封建士大夫所器重，是不能登"大雅

之堂"的。因而都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流传，很少有文字记载，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先父在顾顿刚先生的鼓舞下，动笔

编著成书，使泉州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较完好地保留下

来。这从抢救民间文学，保存地方文化遗产来说，他是有贡献

的。

他对泉州民间传说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而忠实的，正如他自

-己说坷"虽则传说终究是传说，不过，对于人、地、时、事总

竭力从多方面出求中求得正确。而且注意处处不失传说本来的

1面目。"因此，虽然由于历史局限，这部书也收集了一些神仙

鬼怪风水迷信之类的传说，这也可以说是这部书渭极的一面。

但均从另一角度看出他不愿违背传说的历史原貌，不任意更改

故事情节的写作态度，而是想借此来"让后人了解前人的思想

感情、爱憎、正邪的标准。"这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是

可以理解的。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并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

这部书睛一个特点，从这部书采集的范围着，大体可分为E

一、历史人物的传说z 主要是讲述泉州历史上著名人物如

梁克家、李九商、张瑞图、俞大献、秦钟震、郑成功、施琅、

万E色、洪承畴、黄宗汉等人的传说。有的是专题的，有的则

是穿插在其他故事中。

二、历史事件的传说z 主要是记述泉州历史上茧大事件，

如z 东西塔和洛阳桥建造的传说，倭寇侵扰、东西伪、御前清

曲(南曲)等事物的传说。

三、民河风俗而某些俗语形成的传说z 如泉州的端午节、

七夕、普应、中执等只~俗的向农和民河流行俗话如"胡吁柳哥"

• 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七十三、八十四" u好鼻司" u猪仔打死才讲价" "阿公不
值锡夜壶"等话形成的传说。

四、闻人轶事，趣事方商的传说z 如"蔡六舍" "阿代舍"

"端老伯" "劳:阿老" "憨吐舍"等人物的传说。

在、名胜古迹和地名的传说z 如芹元寺、沽n原山蜕告、济

东巷、台魁巷、买路头、狗!召埔、尖刀f壁、梅沽亭等。

六、仙过鬼神、迷信风水的传说z 主要记述泉州→些宫庙

菩萨和传闻中的鬼怪、风水等方雨的传说，如"郭圣王"、

"夫人站"、 "清水祖师"、 "江夏侯"等，内容和情节有的
和聊斋志异类阳。

语吉生动，描述简朴。用优美的故事来揭露 1目社会的邪惑

和黑暗，赞扬美德和歌颂为人民办事的"乡贤名宫"等，是这

部书的又一特色z 如揭露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人民的"城门

口"，嘲弄旧税官横侄暴敛，鱼肉人民和人民巧妙利用闽南音

谐音来惩办税虫的"陈相公"。而"假银元换来的孝敬"、

"金钱累"等篇则揭露了旧社会那种人与人的圣钱关系。"苏
阿老"等商则尽情嘲弄封建官僚的结~褥子弟那种养尊处优，娇

生惯养，四体不动，直谷不分的种种笑语。"聂豹'、"济东\

"合州奇案"'等节则热烈赞揭泉州的"乡贤名宦"郭楠、陈俞

侯、黄宗汉等人为人民办好事、平反冤案的政绩。还有歌颂美

德的"好德何"、 "洪承畴母"。赞扬敢于反对封建礼教，愚

弄官府的"秦钟震"等篇都是较有积极意义的。

(三)

《泉州民间传说P 是一部在国内外部具有一定影响的通俗

读物，一九二七年第一集血版后，立即被罔立中山大学民恪

守:会收入民俗丛书。并在历史研究所办的民俗周刊第八五期

起，连续登载广告迢$ "泉州系福建有名的地方，文化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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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故事甚多。兹由吴藻汀先生搜集编成此书，顾顿刚先
生为之作序……可见此书的价值了。"以此，一集销路极广，

很快的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在一九三二年和三四年分别进行再

版和第三次印刷。以后，各集的出版也同样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

至于这部书在国外的影响，可以从龚念平先生在传说第四

集序文中的一段话看出"……有几位朋友从南洋群岛回国对

我说 tt吴编的传说，在南洋销路极广，侨胞们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都感兴趣。看的、讲的、听的，所在都有。尤其

南洋各侨立小学的教师们，极多拿它做教学的材料。而儿童们

昕的、看的、讲的都觉兴味。因此，引起侨童内向的热忱，对

祖国的观念、好惑和爱好，加上一层的推进。这种书籍比什么

爱国读本还来得有效力……。"一九七八年新加坡晋江会馆出

的特刊中《关于泉州民间故事的编写》一文也有这么一段话z

t，泉州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近代有较系统整理的要算晋江吴

黯汀师了。他老人家是晚清到民国的一个交接人物……旧学造

、诣甚深……对新文学仍有相当研究，特别对民俗学饶有兴趣，

而且下过一番苦功。他曾以语文体撰著《泉州民间故事》一

书。先后出版九集(应为六集)在这些集子里，他所搜罗的民

间故事，范围至为广泛。内容都是一些脸炙人口的掌故、传

说、古迹。文字简练，写来绘声绘影， )己满神秘离奇，亦应亦

谐，趣味横生。教人爱不释手。一九兰一年(应为一九二九

年)开始出版后，一时轰动，真是人手一册，洛FCE民贵。"同

时南洋一些侨立学校还把泉州民间传说一些篇章选为教材，引

起侨草"内向的热忱"。这部在兰十年代就得到侨胞们"比

什么爱困读本还来得有效力"的评价的书，至今还在海外得

到J: "文字简练，写来绘声绘影……教人爱不释手"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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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不少回国华侨，还在杏i句此书有无再版重印，有位

华侨甚至在刊吻上载文，愿以 j孚酬索取此书全集。其在海外为、

响可略见一斑。

今春，泉州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和晋江地区艺术图片社习

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在征求有关方因意见后，决定主印lit

书。在征集、点挠、重印此书的过程中，得到泉州市志办陈酒

东、安永绥、杨滔江和晋?工地区通联~ì~杨阳贤等同志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我仅代表本书作者的亲属和1]8-商对他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l

吴志谦

一九八五牛四月写于泉州市文管会

.7. 



顾 序

民间传说，是民众们的历史。他们所要知道的历史只是这

一点，并不象人们要求四五千年来有系统，有证据的历史。这

些传说，向来因为得不到士人们的同情，所以没有写上书本的
权利。可是他们势力真大，他们能够使得一般民众把他们习熟

于口耳之间，一代一代地传衍下去，经过了数千百年而不失户

坠，他们并不靠着书本的保障。

现在我们的眼光和以前的士人们不同了，我们要知道民众

的心声，于是从他们的生活上反映出来的各种传说具有搜集的

必要。我们在这些传说上可以知道他们的烦闷的现实和希望中

的快乐，可以知道他们的单调的起居和想象中的神秘，可以知

道他们的浅陋的知识和所崇拜的天才。总而言之，我们若要接

近民众，或要研究民众，解释他们一切事实，那么他们的传说

都是极贵重的材料。

这数千年来埋积的宝藏，现在是到了发掘的时候了。自从

民国七、八年间，北京大学设立了歌谣研究会，振臂一呼，全

国响应，这发掘的工作已开始了。到处有宝藏，到处可工作，

这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

晋江吴藻汀先生搜集泉州传说甚多，先编成一册，寄给我

读。其中保存的传说，有的是出于本地的，有的是从他处流传

来而可以寻出它的转变的痕迹的，他都随着民众的口气作细密

的纪录。现在，地方的歌谣集虽有多种，而地方的传说集还不

多，藻汀先生此书足以开出一个新风气，使我非常敬佩。

晋江自晋朝南渡之后，成为中国南部文化的中心。从唐宋

.1. 



割元朝为与国外接触最盛时期，国外事物的介绍，国内文化的
传播，为书本阱不载而回榕在民众的口耳间的，政治方回如南

宋幼虫的播迁，回‘陈两氏的立业，来敬方丽如佛敏、回敏、

雕尼敬的神班，交通方面如阿拉伯人、南洋岛国人的居留，建筑

方面如东西塔、洛阳桥的工程，以及各人的轶闻，如李卓吾、

施琅等嚣，当不知有多少。这都越泉州地方所特有的，宽阔碟

汀先生的责任了。

我们希摄藻汀先生和表同情于慧在汀先住的工作的人，从这

一册出版以眉，努力进行陆续搜集，陆续出版"使得泉州的这

所宝藏有完全择自富的一天!使得全国的同志见此榜样都能闻风

兴趣，就自己所在地发掘宝藏，得到最后的大成功!

顾顿刚

民十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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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序

"到民间去"，要不把民间的兴趣，民俗的流传，一一加

以调查研究，简直是句空话!老友吴藻汀先生不干了教育局

长，服务于本校为国文教员，分其工作余暇搜集了很多民间传

说，预备真正地到民间去。假使他老是干什么长，办那无聊的

"等因" "奉此"的文章，不过由什么长而什么长，死了，完

了，什么民间，连想也想不到呢!我读他那一本民间传说，我

不能不佩服他这么快的改头换面。

他又拿那*民间传说来校中讲一学期，当做选科的课程，

虽然为期不过数月，然而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并且明白了民

众文学的可贵，把从前贵族式的思想，统统洗去，于是同学们

始急起直追，向民间探讨真正的快乐，这一层，我又不能不佩服

吴藻汀先生的丰功l

他打算担民间传说先编成第一集去出版，要我做一篇序，

文章我不会做，为了佩服心的驱使不得不略谈几句来做个表

职。

龚念平于私立泉州中学

十八、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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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编这一本的动机，是在民国十五年冬顾顿刚先生来游历

泉州考察古迹之后。顾先生以历史家的眼光注意古迹，同时也

注意民俗。他到泉州的时候就放|如:我的挚友刘谷苇先生对于这

种一一民间传说一一努力!刘先生介纪我见过献刚先生，遂将

顿刚先生的意思转嘱我，叫我从事:搜集。可是我懒惯了，迁延

复迁延，至民国十七年夏学校放了暑假，才起手编辑。匆促之

间兔不了"择马不精p i吾焉不详"的毛病，深望阅者对于我这

本加以匡正，那是我十二分诚恳地欢迎和接受。

复次，我还须对刘谷苇先生说声多谢，因为我在编辑的当

儿，他帮了我搜罗不少的材，料z 有的传说稍做出入，还得他替

我决定，这尤甚是我所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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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吴藻汀

作于私立泉州中学校

十八、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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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解元→一邱小姐

明明万历年间，晋江安海镇地方，有一个才子姓黄名志

清。他生平的事迹在民间故事巾流传1N广，尤其是他的夫人邱

小姐，更是名噪一时。

黄志请在万历丰卵领乡荐第一名解元。未 ~11 以前，他的父

亲黄饵替他订聘一个才女邱小咀。这邱小姐不但吟风弄月清才

罕舰p 而且容貌娇好，艳丽无双。他们结婚的时期，恰在志清

I;1 解元之后，才子佳人，真是门当户对，在洞房花肿第一夜，

黄志清的明:友恰知邱小姐能忡，故意把志市厮缠，直至鱼更三

跃，还不许他问去睡觉。他们←←朋友un:一的条件，是要新娘

做一首 ìJ，才 ;751休。起初 lî~小沮fH!石头皮， 11他们切问都不

理，及至 111们越闷越吕l 了， IU小姐才去jdk 卒笔写了四句道z

"百岁归结在比叮，的Zf:l时出 à;':.j;n~:?可怜织女剖 j主持，早放

牛郎波:;与衍。"大家看 f这首诗，如j丘奈何地不得，也就一哄

而散占这是邱小~n初 iIJIflff ktz;J忱的辛。

再说安市 4Iri ~N二周é.龙山守，主中 U: 奉观世 Zf手"萨，香火鼎

盛，在儿百年一前，仁:是李í ii1i ;r立逛。那处的fii例，每值十二年，

观音菩萨须在南海内 111-~ 次。在f斗萨才;起程以前，镇里的商店

民居， EZJ民主占 j已汀，表示欢送的敬礼，好事的 ~l 然勾心斗角，

炫， jl'夸异， UL不忌，'.'飞J\W非常，引得Jii坐红男综女，在灯光下挨

日接茧，争，〉idt玩。 ;4·解元是个川流才子，又碰主i\研婚初期，

不由得兴高后烈，尽情游玩，直至半夜方才回家，祟了邱小姐

等得技乏，不觉侍者统扰!!E去。志清玩歇回来，到她床前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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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她说"乘兴看灯回，为问主人醉未? "她在睡眼朦胧

的当儿答道..忽听惊步觉，始知君子归迟 1 "他们俩不待思

索，一唱一和，都带了白意，多么有趣呀!

志清的父亲黄惕，在明朝也曾做过大宫，他告老归来，在

镇中择了一个地方，盖起一周花园。花间里头最特色的是座假

山，是仿照广寒宫的故营造的。所有人问传说月中的什么桂花

树啦、瞻蛛i啦，应有尽有，无不极人工之可能，尽量的构造。

他又在假 r 11对而筑→座高性，亲口题了"玩月楼"三字，取对

假山的月宫观玩的烹思。声与 i另把店的宁亲子写好，交给石工去

雕琢。却不知写的时候，把"玩"字诀窍412"听"字，他一边

写好，一边交给石肝， :tJ:王琢好的时候，才·觉得弄错了， 1也不

禁大声嚷道"错了!错了"在俏的人都费名其妙。

黄锡自言自语地说"月有-色，没有声，我为什么会把玩

宇手做听字呢? " 

邱小姐在里头听得她的公公为题楼的事， IFE得那么厉害，

免不了也要出来打听是怎么一日字，走到她公公的身边，才晓

得为着"听月"的听字眼!iìiJ íI)i~ ，她把这二?玩索了一会儿，不

慌不忙的向她的公公Lil道"媳妇的总;1毡"听'字倒比 t玩兔

宇好呢。"

"月亮能听得吗? "货钥似怪她不讲文义，向她 i占问。

"也许可以听的，只消添题几字吧。"她说罢，就坐在她

公公的案上拿起纸笔写了一首诗。她写的是"夜半高楼按太

清，倚栏l听月十分明，摩p;才知L辄冰轮转，机药扭锵玉ff鸣，出卖

霓裳音细细，斧侵丹桂韵丁丁，忽闭一l咋天凤鼓，吹下如娥笑

话声。"黄锡看了又看， Iih 怡的失迈"好个听月的住脚呀!

这首诗re.‘听 E 宇说件:头头足道，其 (19 ·昕月楼'比‘玩月楼'

好得多了! "他喜f号子舞足蹈起来，于是更命石工把这首诗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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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接在"听月楼"的傍边，一起嵌在楼眉上端。

安海镇有黄姓的别墅叫做"尺远斋"相传是黄解元的父

亲黄锡的花园旧址，邱小姐做的诗和听月楼兰宇至今还有遗迹

存在呢。

附记:听月楼一说是黄志清做的。志请在京师服宫的时候

(泉州府志载称 z 志清万历辛丑乡荐第一，乙未成进士，选

翰体庶吉士，授编修。)和一个王爹很要好。某玉爹新盖一

座楼，皇帝赐他"玩月楼"的号，某王爹托志清代书。不意被

志请把玩字错写做"昕"字，但楼号和纸都是皇帝赐给的，既

经写下，是无法改易的，于是志m才做这首诗来解释。后来皇

帝知道是误笔，又见了志洁的诗，十分赞赏，所以并不查究。

至于"尺远斋"是清代道光时志洁的放裔黄元礼建筑的，元礼

因为先代有这种关谈， JftzfitiE-yjc假 tll.仿月宫的故事，好把

"听月楼"三字和昕月诗装进去，以前到过"尺远斋"的人，还

可以看着这两样古迹。这两说拿来比较，在民间盛传的，还是

以前说的较为普遍，今并存之。

一编者志一

一 一千 • 一一一

泉 趋 诗
〔明〕何乔远

宋家南外剌桐新，凤凰台 1月J家腆麟。

至今十万编民满，犹有当时龙种人。

《闽 IIIJft 问》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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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钟震(六则)

"睛惧恶人秦争iIjE。"(泉州方言，瞎子叫做"睛眠"或

作晴百)他的浪没举动，在距今三百年后，还深刻地印在泉州

人的脑子里:他的浑号常在一般人的口头，谈奈钟震的，使连

带余"晴院恶人"的号来形容他。

秦钟;主是明朝万历间的进士，白少至老都不改变他的浪漫

行为。因此，在旧近他社会巾，不免惹起绪乡11)旨生的非议p 睛

膜报应的附会和恶人的特号，或许是视他为名教中之非人，特

给予的呢，他的故事但得我们称述的，写在下面z

(一)泉州府署的门前， fiifJ一对木制白地J:11 字的联对，

出句"八间名?!:无双地"别 11): "[q 向;人文第一邦。"这

对于是什么时代?;2下jl己的，却不f!! 而知。按他所根据的大概是

以泉州均清源山，古称"第一洞天"。而泉州l又有"白:滨邹右"

之称"泉古'jfbl马"之号，所以用于这么μ冕堂皇的联，挂在

府署门上，来表示这个文明特异之点。秦钟震是个思想超越的

人，对这种夸大的话气，委实不称他的心怀。有一晚他悄悄地

走到府署前，把出句的下边添一个"狱"字，对句的下边添了

一个"败"字F i卖起来是"八间名胜无双地狱" "四海人

文第一邦败。" (泉州的方言，好像子孙不肖，贻羞先人的，

就方言读来，带着滑槽的神气，很可令人发笑呢。)经过府署

的人，没有不发笑的，那天府老爹出门回来，看那联上拿他比

在地狱的人，气得口歪，眼抖，后来虽调查明知是秦钟震的恶作

剧F 但他是不好惹的，只好叫人把那两字拆掉，终于没奈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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