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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1刘魁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过对民间故事的全面普查和科
学采录。
此后相继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市、自治区卷本，汇集了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
秀民间故事的忠实记录。
这是一笔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并且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讲故事”，或者扩大一点说都有“口头民间叙事”的悠久传统。
对中国各民族的广大民众说来，这一传统一直长盛不衰，延续至今。
为研究和理解这一传统的真谛，认识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人们自然要关心这些优秀民间故事在历史
上的形态。
也就是说，这些至今还在人们口耳间广为流播的生动故事，当年又是怎样滥觞、萌生、成型、嬗变，
或不断兴盛，或渐趋衰落的呢？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去亲耳聆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用口头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了。
这时候，就不得不用阅读文本的方式，到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里去寻找民间故事传承演变的历史印迹
。
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首先是典籍浩瀚，工作难免会管窥蠡测，挂一漏万。
其次是材料的鉴别认定也不容易。
古人写书，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习惯，有他们的时代局限，许多今人所习惯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分类
，与他们那个时候的观察实践和写作实践颇不一致。
不过，他们却已经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到了那些生动活泼的口头故事，并且对这些故事产
生浓郁的兴趣，进一步写成不同样式的文本，保存到了今天。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大笔宝贵财富。
这一类文本与当年的口头讲述之间会存在多大的差距，这中间的判断较为困难。
今天的学者评估这些资料，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多种原因，民间文学界迄今还较少出现全面阐发民间故事的历史状态乃至其演变轨迹的学术力作
。
顾希佳先生年轻时曾在基层文化部门工作，在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田野采录方面积累颇深，屡有建树。
近一二十年来，他又对典籍文献中的古代民间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他在大学执教的有利条件
，甘于寂寞，潜心攻关，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努力厘清繁复庞杂的故事发展历史，勾勒出一幅故事
演述历史状况的清晰画卷。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艰难的领域里，能够做到如今这样一种规模和程度，确实很是难能可贵。
十多年前，他就和我谈起过编撰这个长编的计划。
我们也曾就这个长编的体例和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
后来，我陆续读到他在古代民间故事研究领域里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
顺利，颇有成效。
现在读到了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长编》不仅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汇编，在正文后面还附录了大量札记文字。
《长编》还附了两种索引，这将会给民间文学界的同仁们在检索同类故事时带来许多方便，也为中国
民间故事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打开了途径，从而推进国际对话。
毋庸讳言，学术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典籍无法穷尽，对典籍的鉴别和评价又常会引起争议。
如果有可能的话，《长编》还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订。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种工具性图书先行出版，让大家能够早日使用它，并且在使用中不断充实
完善，自然是最为理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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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长编》出版的机会，写下上面这段文字，谨以为序。
2007年6月18日于苏州序2金荣华讲故事和听故事，是人类在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的行为。
中国的文字发明得早，因此历代所记录的故事，累积量非常大，这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者的珍贵财产
，也是世界民间故事研究者的一座宝库。
不过，数千年来中文古籍中所记载的大量故事，是散处各书而又各有依附的，对研究者而言，既不容
易知道究竟有哪些故事，也不容易去逐一拣取，于是不免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叹。
顾希佳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则可使大家不再有兴叹之憾。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依照时代先后，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卷
，顾教授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故
事原文，并将故事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各种异文作为附录；涉及俗文学的，也列出相关作品名称
。
所以，此书除了方便民间故事研究者拣取古籍中的材料外，也提供了众多的研究资讯。
此外，这书的另一特色是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
主题分类是依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员会所订的类目；结构分类则使用国际通行的AT编码，依其
编码，可进而检索其他国家的同型故事。
顾希佳教授在1997年和我谈起过《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的全书规划，那时他已经在着手编写了。
2004年4月，我到杭州参加会议，在他家里看到了一叠一叠已打好的原稿，印象深刻，很钦佩他坚持不
懈的毅力。
顾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民间文学家，有扎实的采录经验，有深厚的文献知识，研究著述，成绩斐然
。
此书是他辛勤了十几年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他对研究民间故事者的一个重大贡献。
现在要出版了，谨以喜悦之心，缀述数语，亦借以为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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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卷）》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的由古文献内辑录而成的民
间故事读本，辑录了数千个重要的民间故事材料，作者为此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具有较高的资料价
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卷）》以阅读文本的方式，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
志、文人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民间故事原文，并大致梳理了该类故事的流
变轨迹。
所以，此书将会给研究传统文化、民俗学、古典文学、古典戏剧、俗文学以及美学学者带来极大方便
，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该书不仅是在大量古籍基础上的钩沉爬梳，还对其中一大批故事作了研究，梳理了这些故事或故事类
型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该书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为中国民间故事在世界
范围内的交流打开了有效的途径。
该书在出版前已经在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俗研究者中有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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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序1
刘魁立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过对民间故事的全面普查和科学采录。
此后相继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市、自治区卷本，汇集了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
秀民间故事的忠实记录。
这是一笔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并且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讲故事”，或者扩大一点说都有“口头民间叙事”的悠久传统。
对中国各民族的广大民众说来，这一传统一直长盛不衰，延续至今。
为研究和理解这一传统的真谛，认识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人们自然要关心这些优秀民间故事在历史
上的形态。
也就是说，这些至今还在人们口耳间广为流播的生动故事，当年又是怎样滥觞、萌生、成型、嬗变，
或不断兴盛，或渐趋衰落的呢？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去亲耳聆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用口头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了。
这时候，就不得不用阅读文本的方式，到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里去寻找民间故事传承演变的历史印迹
。

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首先是典籍浩瀚，工作难免会管窥蠡测，挂一漏万。
其次是材料的鉴别认定也不容易。
古人写书，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习惯，有他们的时代局限，许多今人所习惯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分类
，与他们那个时候的观察实践和写作实践颇不一致。
不过，他们却已经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到了那些生动活泼的口头故事，并且对这些故事产
生浓郁的兴趣，进一步写成不同样式的文本，保存到了今天。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大笔宝贵财富。
这一类文本与当年的口头讲述之间会存在多大的差距，这中间的判断较为困难。
今天的学者评估这些资料，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多种原因，民间文学界迄今还较少出现全面阐发民间故事的历史状态乃至其演变轨迹的学术力作
。

顾希佳先生年轻时曾在基层文化部门工作，在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田野采录方面积累颇深，屡有建树。
近一二十年来，他又对典籍文献中的古代民间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他在大学执教的有利条件
，甘于寂寞，潜心攻关，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努力厘清繁复庞杂的故事发展历史，勾勒出一幅故事
演述历史状况的清晰画卷。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艰难的领域里，能够做到如今这样一种规模和程度，确实很是难能可贵。

十多年前，他就和我谈起过编撰这个长编的计划。
我们也曾就这个长编的体例和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
后来，我陆续读到他在古代民间故事研究领域里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
顺利，颇有成效。
现在读到了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长编》不仅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汇编，在正文后面还附录了大量札记文字。
《长编》还附了两种索引，这将会给民间文学界的同仁们在检索同类故事时带来许多方便，也为中国
民间故事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打开了途径，从而推进国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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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学术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典籍无法穷尽，对典籍的鉴别和评价又常会引起争议。
如果有可能的话，《长编》还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订。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种工具性图书先行出版，让大家能够早日使用它，并且在使用中不断充实
完善，自然是最为理智的做法。
借着《长编》出版的机会，写下上面这段文字，谨以为序。

2007年6月18日于苏州
序2
  金荣华
讲故事和听故事，是人类在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的行为。
中国的文字发明得早，因此历代所记录的故事，累积量非常大，这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者的珍贵财产
，也是世界民间故事研究者的一座宝库。
不过，数千年来中文古籍中所记载的大量故事，是散处各书而又各有依附的，对研究者而言，既不容
易知道究竟有哪些故事，也不容易去逐一拣取，于是不免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叹。
顾希佳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则可使大家不再有兴叹之憾。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依照时代先后，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卷
，顾教授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故
事原文，并将故事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各种异文作为附录；涉及俗文学的，也列出相关作品名称
。
所以，此书除了方便民间故事研究者拣取古籍中的材料外，也提供了众多的研究资讯。

此外，这书的另一特色是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
主题分类是依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员会所订的类目；结构分类则使用国际通行的AT编码，依其
编码，可进而检索其他国家的同型故事。

顾希佳教授在1997年和我谈起过《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的全书规划，那时他已经在着手编写了。
2004年4月，我到杭州参加会议，在他家里看到了一叠一叠已打好的原稿，印象深刻，很钦佩他坚持不
懈的毅力。
顾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民间文学家，有扎实的采录经验，有深厚的文献知识，研究著述，成绩斐然
。
此书是他辛勤了十几年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他对研究民间故事者的一个重大贡献。
现在要出版了，谨以喜悦之心，缀述数语，亦借以为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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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明冯梦龙《智囊》卷一0亦记此故事，略同，唯文末多一句：“此郡守，乃王明也。
”疑《搜神秘览》脱漏几句，应补正。
 费孝先，北宋著名方士，当生活在仁宗至和、嘉祐年间。
今本干宝《搜神记》卷三亦收有此文，当是后人辑录时误收，应删正。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所记略同，不录。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一收有费孝先传说三则，移录供参考： “唐垌知谏院，成都人费孝先为作卦
影，画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
垌语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鸡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则我亦从而贵矣。
’翌日，抗疏以弹荆公，又乞留班，颇喧于殿陛。
上怒，降垌为太常寺太祝，监广州军资库，以是年八月被责，垌叹曰：‘射落之鸡乃我也。
’” “李璋尝令费孝先作卦影，画双凤立于双剑上，又画一凤据厅所，又一画凤于城门，又画一凤立
重屋上，其末画一人，紫绶，偃卧，四孝服卧于旁。
及璋死，其事皆验，剑上双凤者璋为凤宁军节度使也；厅所者尝知凤翔府；末年谪官郢州，召还，卒
于襄州凤台驿，襄州有凤林阙也；初两子侍行，璋既病久，复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
四子缳服之应也。
” “自至和、嘉祜以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独王平甫不喜之，尝
语人曰：‘占卦本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耶！
’” 又，本卷苏轼《东坡志林》卷三记有《费孝先卦影》，可参见。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任诩求卜》情节与《费孝先神卦》甚相似，可参见本书魏晋南北朝卷。
 又，宋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一八《杂志门》引《毗陵集》有《孝先竹床》，文云：“至和
二年，成都人有费孝先者，始来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访老人村，坏其一竹床。
孝先谢不敏，且欲偿之。
老人笑曰：‘子视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至某年某月日为孝先所坏。
自其数耳，何以偿为？
’孝先知其异，乃留，师事之。
老人授以轨革卦影之术，前此未有知此学者也。
后五年，孝先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卦影，孝先因以致富。
今四方治其学者所在而有，皆自托于孝先，真伪未可知也。
聊复记之，使后世知卦影所自也。
” 又，当代采录民间故事中，此类异文甚多，《民间文学》1994年第5期载：一为流传于湖北土家族
的《斗谷三升米》，说一条金鱼告诉周安，你已死到临头，要想得救，须牢记“遇岩不靠舟，遇油要
梳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抱笔头”。
后果一一应验。
一为流传于广西桂平、紫荆一带的《十谷三升米》，说一算卦盲人告诉盐叔，你的命在“见死不死，
见洗不洗，十谷三斗米”十三字之中，后亦应验。
此外，江浙一带亦有此类故事流布，皆滥觞于《费孝先神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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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终于要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回想其间经历的漫长过程，不觉百
感交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今年正好七十虚岁，而这个课题的酝酿，则是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我选译的“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搜神记》。
同年，我的恩师刘耀林先生与我合作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选译的《搜神后记》。
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注意搜集古代典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了。
我与民间文学结缘，首先要感谢刘耀林先生。
那时候我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群众文艺创作的辅导。
刘先生当时是《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组长，他到海盐来组稿，就认识了我。
当时我向《浙江日报》推荐过不少海盐县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修改过程中往往投入了
我极大的热情，这些作品后来大多发表了。
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
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我的兴趣不得不十分广泛，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曲艺、歌舞，都得
硬着头皮去涉足一番。
后来，刘耀林先生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民间文学，并建议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民间文学领域中来。
于是1979年4月我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从此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十分有幸地认识了国内民间文学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行，得到了他们的教诲和
帮助，而这中间我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恩师刘耀林先生。
刘先生不仅把我领进了民间文学这个圈子，还经常关心我在民间文学事业中的作为。
由于他古典文学的根基颇深，所以曾多次在闲谈中与我说到古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
可以说，我之所以特别偏爱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与刘先生的引领是分不开的。
十分可惜的是，刘耀林先生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从此，我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里的耕耘，就缺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常有孤掌难鸣的感慨。
从古籍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材料，作一番系统梳理，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作准备，我的这样一个
想法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萌生，当时是得到了刘耀林先生赞许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与我合作，从古籍中挑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民间故事作品，译成白话文，结集
出版，试图引起学界的注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
当时我们两人的地位其实颇有些悬殊，他能与我合作，对于后学且又在基层工作的我来说，是怎样一
种鼓励，可以想见。
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在默默地做着准备，不断扩大阅读范围，去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的古籍。
当时我还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要经常下乡，工作任务很重，我的工作性质与阅读古籍似乎毫不相干
，我只能见缝插针去做这件事。
一边阅读古籍，一边抄录其中被我认定为古代民间故事的那些文本材料，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
这件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许多业余时间都泡在这里面了。
1992年，我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师范大学），工作条件好了许多，就开始边阅读古籍，边
抄录原文，边撰写札记附录一类的文字，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民间传说故事作源流、变异的考辨，渐渐
地搭起了《长编》的框架来。
人们常常用“汗牛充栋”这句成语来形容古籍的浩瀚，就一个人而言，这一辈子能读到多少古籍，是
谁也不敢夸口的。
更不要说还要对读到的古籍作必要的甄别和辨析。
认定它们是不是古代民间故事材料，认定它与哪些古籍材料是属于同一故事类型的，那就会更加吃力
了。
尤其是刘先生去世以后，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
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着这个课题，一直舍不得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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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平心而论，对于这个课题的最终结果是怎样一种局面，自己的心里是没有底的。
我曾经和民间文学界的朋友们反复讨论过，许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挺难做成功。
一方面是中国古籍实在太浩瀚了，无法穷尽；另一方面则是一旦把如此之多的资料汇集起来，又有个
出版的可能性问题。
材料搜集得越多，越难付诸出版。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做成功这件事真是有些自不量力。
也有人建议我组织一个团队来攻关，我又怕将来无法出版，不好向这么多人交代。
尽管如此，这时候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件事，实在有些欲罢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仍然想为之，最终
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下去了。
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哪怕这个《长编》始终无法公开出版，我一个人慢慢地做，积少成多，从微至
著，总是可以的。
那么，做来有什么用呢？
我想，至少它可以成为我的“私人资料库”，供我自己使用，可以提供许多方便。
我确实也一直在充分地利用着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
这些年来，我在民间文学领域里陆续发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就非常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
2008年，我的学术专著《浙江民间故事史》出版，也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
这也是同行们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1998年，我还将这个资料库里的一部分好故事译成白话文，共六十多万字，结集为《东方夜谭》上、
中、下三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为青少年朋友的课外读物，也让它多少发挥些作用。
当时我就在想，即使这个《长编》最终也还是无法公开出版，我这么做也值得了。
所以说，即使不出版，我也不后悔。
后来，机会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06年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批准为后期资助项目，并
于2007年顺利结题。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接受了《长编》的出版。
又经过了旷日持久的反复校对，现在这部《长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今天终于能够与大家
见面了，我的心情激动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至于这部书为什么要拖这么长时间，其中的原因也就不需要我解释了。
至少我觉得，把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向社会公开，让别人也能利用它，以减少查阅古籍所带来的
诸多麻烦，我就很欣慰了。
倒是在即将出版的今天，我反而有些不自信起来。
毕竟这是个大题目，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能胜任吗？
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常被人当作客套话，我却深深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分量。
家乡有句谚语：“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我是常常要挂在嘴边的。
现在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这种感觉也一天天强烈起来。
这个《长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憾，我比别人更清楚。
如果条件许可，我倒真是希望能邀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来做一做这个课题，把今天的缺憾尽
可能地弥补掉。
当然，“穷尽”这句话是永远也不敢说的。
或者是有年轻学者能接过这个接力棒，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我也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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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的由古文献内辑录而成的民间故事读本，辑录了数千个重要的民间故事材料
，作者为此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以阅读文本的方式，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
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民间故事原文，并大致梳理了该类故事的流变轨迹。
所以，此书将会给研究传统文化、民俗学、古典文学、古典戏剧、俗文学以及美学学者带来极大方便
，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该书不仅是在大量古籍基础上的钩沉爬梳，还对其中一大批故事作了研究，梳理了这些故事或故事类
型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该书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为中国民间故事在世界
范围内的交流打开了有效的途径。
该书在出版前已经在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俗研究者中有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共6卷，依照时代先后，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宋元、明、清六卷。
书后附有两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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