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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倒5 4 草l营 人命 (菅) 144 16 9，10字间 是城门口子 (楼)

8 1。2 9，21 囡耐庵 (施)
145 5

倒9，10
叫它口宝石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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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倒8 2 村幽 (北) 169 7 5 太监l官l女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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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倒1 倒12 吓I和f魂飞 (得) 196 15 倒2 古 艺 儿 (印)
54 倒1 倒3 扑通国 (跪) 201 9 9 向 着 会的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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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1，2字
钱和口总 (米)108 倒9 倒lO 传囹撤换 旨 30B 8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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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倒’1 26 你可巨 是 (真) 371 倒2 30 不l完 的骚子营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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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3 倒5 百l嫁 们 (姓) 682 14 3 来了1个 只大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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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r7 倒8 3 人 把南门外 (你) 714 倒6 9，10 点起I=根 蜡烛 (一对)
410 4 28 闯过创 (-o) 717 12 9 扔到村匠 (外)

434 4 3 扣， 弹1弦 (搭) 720 6 7 正匿 着镜子 (对)

448 7 4 突然固起了 (想) 727 5 7 三寸l短 (矬)

730 倒5 28．29 县官f天上 想 (也正)
448 倒14 10 最后选囝了 (定)

734 倒5 17 傻老 在 就 (三)
453 17 10 拿1也 烫样儿 (出)

743 12 5 用倒手托起 (左)
459 9 倒9 匦 差事 (项)
459 倒9 26 那垄 ’(天) 743 12 14 型手拿着 (右)

460 13 24 今旌 我要走了 (天) 743 12 18 选 尘挥 (拂)

永50 21 18 这 是jE幽下来 (上)
7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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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6 31 这 直 (天) 4字间 坐j

转身 不 去抓老 770 4 24 穿上
6

(它)
495 4 29 (又)

7C

汉 倒7， 二广]两银子 (十)
496 倒9 倒1 左 (在)

775 16
8字问

498 倒8 30 把我 世 回家来 (背) 782 倒5 倒4 三十
—L

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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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倒9 倒1 头破血圆 (流) 805 13 8 跑 你爷爷说 (跟)

53l 5 23，24 l子五 登科 (五子) 810 1 倒2 下 是 (还)

533 9 6 推河 里 (下) 810 8 9，10 还有 四个 女儿 (个四)

533 11 24 天也麈 (大) 813 倒6 20 顺着裤惺 子 (腿)

552 11 30 小的 老 (小) 816 3 l 区 宝是泥捏 (元)

579 10 11
边 找了好几

(连)
821 8 2 栓睦 见父亲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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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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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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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 倒4 5 城隍爷听I里l (完)

637 5 21 躺在垅f前f上 (背)
879 倒4 14 要凶有⋯ (是)

649 l 倒8 叩了几f个l门 (下)
886 14 24 囡不到⋯ (找)

650 11 28 窝头 月 喧腾的 (是)
891 倒5

10． 你还n点⋯ (有)
650 倒1 倒10 找龙 顷 呀 (须) 11字间

651 2 7 像龙 顺 (须)
902 3 28，29 打老I和尚 (向小)

老包手举圃
902 18 4 匡 钱自，⋯ (耍)

667 倒2 倒5，6 (剑)(落) 9ID3 倒3 倒5 王／ J、一 尿 把 (就)I刀l
68l 12 l 1只f们⋯ (人)

9ID3 倒2 22 骂I道I道： (他)

表内 习字 (15万字)682 10 2 去幽么多日子 (这) 918 倒2 15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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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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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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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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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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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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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向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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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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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往往唐于主导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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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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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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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一0i√，一1，，。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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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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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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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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故事，以及《盘瓠》、《：韩凭妻》、t---王i墓》、《董永》等著名传说。一般讲来，IZ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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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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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观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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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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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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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等的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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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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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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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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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间故事关系密切的大型类书是宋初编纂的《太平广记》，它收录了宋代以前许多

．传说和神怪故事。其他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陈士元的《江汉丛谈》、徐应秋的《玉芝堂谈

荟》，清王士稹的《池北偶谈》、袁枚的《子不语》等，也都记述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和民间鬼怪

故事，如山魈、叫人蛇、秃尾巴老李以及各种鬼狐故事等。在动物故事和寓言方面，元代以

来见于记述的有寒号鸟、中山狼、牛虎相斗等。幻想故事方面常见记述的有龙女、老虎外

婆、画中人、孝妇天相等类型的作品。 、 ‘

’许多此前产生的故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流传，并有新的发展。地方志书常常引述

自古相传的故事．鲁班传说产生于春秋末期，唐宋以后鲁班被奉为建筑业祖师，他的传说

进一步扩展。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时形成完整的故事，唐宋时期继续有新

的记述。孟姜女传说，《同贤记》中所记孟仲姿故事可能在唐代以前即已形成，它标志着这

个传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传说在明末说唱文学中又有所丰富。 ，

。

‘另外，这个阶段通俗说唱、小说、戏曲等盛行，它们常常采用民间故事的题材．如唐传

奇《补江总白猿传》、《柳毅传》，宋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元代戏曲《董永遇仙记》、《沙门

岛张生煮海》，明清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上洞八仙传》、《桃花女阴阳斗传》，以及《长

城宝卷》等，都以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至于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



关于刘三妹的传说，维吾尔族《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也均有书面记载。故事方面，有的民

族的文字记录相当丰富，如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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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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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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一(1840年

至1919年“五四一运动)和“现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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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一采宝或盗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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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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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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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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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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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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之处，在于这项工作是在一种新的认识之下进行的，民间故事作为--f-]新兴学科的资

料和群众性读物，出现在新文学领域之中。由于。五四”以后白话文流行开来，这时民间故

事的记录也都采用白话，从而在口头故事的忠实记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

时期多数故事的记录在保存民间语言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但在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方面

则大体保存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原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它在提高对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认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后的民间文学的搜

集、研究和宣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搜集出版了一些民间文学作

品；其中尤以反映革命斗争和农村阶级矛盾的传说故事为最有特色。
j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把民间文学工作

作为整个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地相应的机构推动下，广泛开．

展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作。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并不太多，但全国参与搜集工作的人数和发表出版作品的数量，都是二、三十年代所无法

相比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生活充满蓬勃生机，搜集工作者直接深

入到劳动群众中去，有些人还长期在基层工作，因而这时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新的时代特

色．=其中以表现长工和地主斗争的故事，关于近现代历次革命斗争的故事(如关于鸦片战

争中抗英故事，太平天国故事，义和团故事，红军故事)，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智慧的故事

等，影响最为显著，有一些还获得学术界的赞许。这时各少数民族的故事也得到发掘，出版

了包括几十个民族作品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两集)(贾芝、孙剑冰编)，《白族民间故事传

说集》(李星华记录整理)，j【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四川民研会编)，藏族民间故事集《奴

隶和龙女》(肖崇素整理)、《泽玛姬》(陈石峻搜集整理)等，各省、市、自治区也大多出版了

本地区的民间故事选集，如北京出版了金受申编写的《北京的传说》，上海出版了赵景深主

编的{：龙灯》(华东民间故事集)等。可以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民间故事的采录

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部分搜集工作者中间也曾出现过把民间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

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对立起来的倾向，于是有的在整理作品时拔高传统故事的思想，

有的不做忠实记录，根据片断情节就加以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间作品的记

录、整理和改编、再创作的界限，损害了民间故事可贵的科学价值。一。

经过1966年至1976年“文革”动乱之后，文化界深入批判了那种把传统文化一律打

成“封建主义”糟粕的谬论，民间文学界也吸取了过去搜集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民

间故事搜集范围，那些过去搜集不够的故事，如关于清官和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故事，各地

山川风物、土特产和风俗的故事，关于仙佛等带宗教色彩的故事等，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

发表出来。在前一阶段已注意搜集的作品，这时期又有发现，并出版了这方面的选集，如

‘历代农民起义传说故事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说故事选》等。一些有影响的搜集工作

者，这时期也出版了个人作品的选集，如董均伦、江源出版《聊斋汉子》(两集)，孙剑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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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郎配夫妻》等。民间故事家的发掘是这时期故事采录的一项突破，故事家专集的出版

”、(如裴永镇整理的《金德顺故事集》，张其卓、董明整理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王作栋整理

的《新笑府》)，促进了这方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有，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故事这时期

都得到发掘，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仅第一、二辑就

‘出版了16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作品，并有鬈少数民族机智

人物故集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上下)等分类综

· 合性选集问世。 ’_、‘．．一 47。 ”一．．
一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有计划地进行民间

文学作品的搜集，使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国家有关部门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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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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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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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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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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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认为是神
’

8
¨ “

j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