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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兆福 (1943 年 9 月一一) : 

庄头乡于家村人，巾共党员 ，正科 。

1965 年尉氏一中毕业后，分配到县文教局工作，历任

中小学教师、教研室副主任 、"文学艺术联合会 "秘书等职。

1985 年调县委"五讲四美 式热爱"办公宣(后改文指

办)工作，任秘书 。

1986 年调县党史办工作，任副主任，助理研究员职

称 。
1988 年调县志办℃作 ，任副主任，主持t作 。

1994 年调尉氏报社(肩并入广电局)工作，任总编辑，

主持工作 。 98 年退居二线， 2003 年退休 。

本人曾参加《尉氏县志》、《尉氏人大志》、《尉氏 三中百

年校庆纪念册上《中共尉氏县组织史》 、 《尉氏文史资料》 、
《尉氏姓氏寻根》等书籍的编辑工作。

副
主
编
简
介

李文建(1955 年 5 月一一) : 

门楼任乡栗林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正科协理

员 。

1971 年 12 月，本村初中毕业 。

1974 年 5 月，尉氏五中(蔡庄)高中毕业 。

1974 年 6 月，被聘为本村民办教师 。 其间经过两年刻

苦复习，于 78 年荣中"开二师"数理专业(尉氏班)就学 。

1980 年师范毕业后 ， 曾在南花园、新民街任教 。

1981 年 11 月，调县工会工作，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办

事员 。 此间，离职在"中央电大"开封分校(市干校)党政管

理专业深造二年 。

1990 年 3 月 ， 调邢庄乡政府工作 ，任副乡长 。

2000 年 9 月，调县统计局工作，任副局长 。

2004 年 9 月，调县城管局工作，任副局长 。 2006 年 9

月荣幸正科协理。

本人此前在文字方面无所建树，只是平常爱好收藏古

籍名著，闲时喜欢翻阅旧典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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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撰稿人简介

李颖人(1922 年 10 月一一) : 李振民(1923 年 7 月一一) : 

门楼任乡栗林村人，中共党

员，副处级 。 1 948 年元月毕业于河

南一区联师，同年调郑州二区任

一小教导主任、二小校长; 1 950 年

4 月调郑州市十七完小任校 l支 ;

1 95 1 年 10 月调市中苏友好协会

任宣传部主任; 1 960 年 5 月调市

文联任秘书并主持工作; 1 960 年
1 2 月调市新华书店任副经理 ;

1 965 年 5 月调郑州晚报社任编

辑、经理部主任 ; 1 979 年 8 月调省
新华书店任科教科科长，直到 84

年 4 月离休 。 离休后曾参加《省书

店志》编篡工作 。

兄弟俩在县老年公寓 (2008 年夏)

门楼任乡栗林村人，中共党

员 ， " r雀"副处级 。 1 948 年元月毕业

于河南一区联师，同年 8 月 参加

革命工作 ; 1 949 年 2 月 -1951 年

先后在本县栗林 、庄头、大营、游

沱等学校任教师、教导主任、校长

等职; 1 952 年调县 四 区任文教干

事 ; 1 956 年- 1 977 年 i周尉氏报社 、

广播站担任记者、编辑工作 ; 六、

七年代，尉氏县笔杆子 " 芝李 " 之

首 。 1 978 年调县文化局 ， 负责办公

室工作，直到 84 年 4 月离休 。 离

休后曾参 加1 新中同 成立后首次

《尉氏县志 》编篡 t作，负责科教

文卫部分。

刘怀坤(1942 年一一- ) : 

陈西畴 (1939 年一一一 ) : 

大马乡胡陈村人 ，农 民 。

1 957 年在本地读完高小.

1 95 8 年人伍当工程兵 ，任副

班长 、班七二等职; 1 962 年 8 月
转业回乡务农，曾任生产队会

计之职; 1986 年"退休"后，着

手编写陈氏家谱，收集民间故

事 。

尉氏县大桥村人，退休

教师 。 1 963 年在县一中高中

毕业; 1 964 年参加工作，在

大侨村等小学任教 ;2002 年

退休后收集编写民间故事、

传说等 。

许绍宗 (1958 年一一-) : 

岗李乡申刘村人，中共党员，

中学教师 。 1 998 年 1 2 月毕业于

河南教育 学 院; 1 977 年 7 月一

1979 年 7 月在岗李乡 观音寺学

校任教; 1 980 年后分别在岗李三

初中 、 岗李中心学校任教，现借调

乡党政办公室，负责《新岗李》刊

物编辑工作 。

陈留信 (1946 年 4 月一一一 ) : 
大营乡玉陈村入 中共党员

高IJ 科 。 1 968 年 1 0 月毕业于中牟农

校 ; 1 968 年- 1 972 年 6 月 在家乡务

农; 1 972 年 7 月 参加工作 ，任大营

乡政府文书 ; 1 974 年 5 月调县农

林局任技术员; 1 986 年至 2006 年

先后在大营乡、邢庄乡任副乡长之

职，工作之余爱好收集编写民间故

事 。 2006 年 1 2 月退休 。

刘九献(1943 年一一) : 

蔡庄镇7l< fî 村人，中共党员，干部 。

1 96 1 年 7 月毕业于尉氏师范 ，同年参加

工作，先后在南曹 、水台小学任教; 1971 
年 9 月 在本付任支部书记之职 ; 1973 
年- 1 991 年先后在蔡庄E生院、县商业

局、县社 、糖烟酒 、食品公司工作; 1991 
年 6 月调县盐业公司工作 ， 直至退休 。

1 985 年 5 月自学毕业于河南大学。 曾参

与《尉氏县志》编篡工作 ，现为省诗词学

会会员 。

孟庆枚(1957 年 10 月一一) : 

门楼任乡栗林村人 ， 中共党

员，统计师 。 1 975 年 3 月县-中高

中毕业; 1 975 年 4 月"知青下乡 "

于永兴丁岗村; 1 979 年 10 月到县

计生委工作; 1 987 年 1 2 月调县志

办工作至今 。

企 3毡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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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尉氏县历史悠久，早在 8000 年前，人类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了。尉氏，

春秋时为郑国别狱，因狱官尉氏食邑于此而得名尉氏。秦始皇主年(公元前 219 年)置县，是中

国置县最早的县份之一。以后虽历经分并废置，隶属关系多变，但尉氏县的建制一直沿褒至今。

尉氏县悠久的历史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的见诸史册更多的流传于民间而且大部分是

通过口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民问口头文化成为一份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尉氏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工作之余，搜集整现了一则则绘声绘色有滋有昧的民间故事，仿佛一下子又凹到

历史的岁月，为之动容。一种怀旧的亲和力，使我们和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一相成快乐、或伤感。

每昕到-个故事，就如欣赏挂在墙上的一幅古刷被时间镀上一层典雅的光晕:它象一杯甘醉

的陈年15酒，散发 tH诱人的香味;它象…田铜锈斑斑的市锚，照见了世人百态和世事趣眯;它象

一股清新的春风，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再次浮现;它象ι叫棵古槐上的新枝，使生命的真实以另

…种形式得以延伸，从而点燃起明天的希望。这略故事，使我们自豪，使我们激动，催我们奋进。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县的创建过程中历史的使命感邑民的责任感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我们决心把昕到的、读到的、见到的感受到的有关尉氏的或与尉氏有关

的故事汇集起来，取名《尉氏故事汇》。这也算是送给读者的一份菲薄的礼物吧。

在这本书的编篡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同民间文学集成一一尉氏县卷》、《尉氏县志》、~i布

川沧桑》、《消川县志》、《尉氏县村史》、《尉氏姓氏寻根》、《尉氏县古今地名词典》、《尉氏县文史

资料》等书籍。在撰稿、拍照等方回还得到了王西振、谷瑞丽、王水田、马秀兰、韩冰、姚景恒、划

文生、黄春治、鲁丰铭、路风佳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这照一并向以上诸书的编辑、作者以及积

极提供资料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方便读者，这本书采取了分类编辑共分桑梓故事、名胜古迹、人物故事、战争故事和

民间故事五部分。

二句然，这本《尉氏故事汇》只是尉氏故事海洋中的一滴水。

它只能是引玉之砖只是尉氏故事系列丛书的一个开端我们希塑此举能引起邑人的兴趣

和参与，大家一起行动，把你们听到、见到、经历过的故事下来，寄到县志办公室，使《尉氏故

事汇》一集一集地连续出版，一集比一集更精彩，更加全面、广泛地展现尉氏的风采，这才

是我们的初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祝尉氏的明天更美好。

编者

00 八年十月



序言

尉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具有 7000 多年人类生活的历史和 2000 多年的文明

史，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县份之一 。 千百年来，勤劳淳朴的

尉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 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地

域文化。 特别是尉氏民间故事，经过了千百年的时光淘洗，更像

是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传颂不止 。

失于庙堂，求之于野。 滋润着每个人心田的民间故事，挟带

着乡村山野的清新之气蕴藏着民间的原汁原味饱含着百姓的

美好追求和朴素情感 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尉氏的人文历史 。近

年来，我县的民间故事搜集保护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尉氏县志
尉氏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国立

办公室在紧张编篡《尉氏县志》之余，继编辑出版《尉氏姓氏寻根》后，又组织力量，广泛深入地

搜集、挖掘、整理各类民间故事，编辑出版了《尉氏故事汇}，为抢救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

建文化强县做了一份十分有益的工作 O

作为全县民间故事的集大成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性 。 它将逐集把尉氏、清川有史以来，各朝各代编篡的现存的《县志》

等史书中的主要内容译成白话或当成注释搀揉融合到相关的故事里使读者能草蛇灰线般

地了解、认识尉氏、消川古县自有人类以来发展的轨迹也为以后研究尉氏、消川的历史变迁、

民风民俗提供和保留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二是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它将尽量全地把境内留传下来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现存的拍

成照片消失的绘制图像根据有关故事情节的描写穿插进去使读者能比较清晰地、直观地、

立体地浏览、观察、透视我们遥远而古老的过去 也为后人留下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原物性的

珍贵遗产。

三是具有群众性和趣味性 。 民间故事是从民间搜集上来的，它运用的是群众的语言，叙述

的是群众的故事表露的是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反映的是当时直接或曲折的社会现实充

满乡土气韵，展现民情世故，漫画百态人生 。所有故事都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形象较生

动，情节较曲折，语言较优美，除炙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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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具有浓郁的地方性。它汇总了留有尉氏历史印痕的故事，把久传不亵、多彩多姿、引人

人胜的"口头文学"变成了"观之可亲" "乡情洋槛"的书面文字展现了尉氏县的人文地理风

土民情。它既可以使读者从中吸取民间艺术之精华，了解尉氏县悠久的历史，教育人们继承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又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撤取某些身

边的故事，做为服在摩谈、月下趣话的生活调料，还可以给客居异乡的尉邑人情恋故土、一解

思乡之情的慰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

越成为综合闹力竞争的重要回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廉、望。《尉氏故事

汇》将几千年来散榕在全县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宵，为研究尉氏社会、历史、

宗教、民族，研究尉氏的民情风俗和文艺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在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同时，

出了一条保护、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间文化的新路子。它的出版对于广泛深入地开展地方特

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研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

要的意义，确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奇闻轶事层出不穷。虽然此书命名为《尉氏故事汇~，但数千年流传沉

积下来的口头文化遗产要在短时期内完整地发掘并整理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同时，随着时

间的推移，新的民间故事也会不断出现。四此，这次所搜集出版的，仅仅是尉氏偌大民间文化宝

库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精品佳作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希盟有志于此i茧的同志在这块肥

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劳作让民间故事这株奇瞄结出丰研成果。

立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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