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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远在春秋战国之际，燕国中兴之主昭王“在渔水之阳”设渔阳郡，即今怀柔区北房镇一带。
怀柔，古称渔阳，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与燕山山脉以北草原游牧文化相互撞击融合的前沿哨所。
    大秦帝国“二世元年七月，发问左逋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斩。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那场连阴大雨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但也使渔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怀柔区与陈
胜、吴广这两位伟大的“农民革命家”失之交臂。
假如陈、吴和他们的九百壮士兄弟顺利抵达渔阳，在这地方“举大计”，中国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最起码，如今的怀柔区就可占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全球保护的六项文化遗产中的两项——历史文
化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
    怀柔是深沉古老的，怀柔又是充满勃勃生机年轻的。
以其崇岗叠嶂、蜿蜒长城、碧绿湖水、苍莽山林构成湖光山色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共进、城乡并举
的飞速发展，被誉为“京郊明珠”。
    我第一次靠近、接触怀柔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时。
那时的北京城已开始被缺水困扰，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决定，举全市之力，挖掘一条源头为密云水库
，流贯怀柔水库，最终抵达昆明湖的运河即京密引水渠，以解城区的干渴。
    记得那是寒风乍起，秋末冬初，霜叶红了的时候。
刚读高中的我随学校倾巢出动，身背行李，先乘火车后转步行，走了大半天到了住地，一个半山区小
村。
记不清是叫王家史山村还是李家史山村了，当时询问过村中老乡得知此地为怀柔县所辖。
若干年后，文友宋庆丰兄对我说，当年你肯定住在王家史山村，旁边挨着的李家史山村属顺义县。
庆丰是怀柔区史地专家，当然说得没错。
原来我身处两县交界，所以只能算是靠近了怀柔。
其间，我曾作为伙房的搬运工进怀柔县城购物，那时县城外有一条浅而清澈的河流和只余断垣残砖的
城墙。
城内有窄而不平的青石街道，货架空空的小商店。
往返步行，下坡上坎，山路迢迢，身负重物，苦不堪言。
如此而已的记忆。
几年后，我被“号召”到大西北某小县“接受再教育”，置身在“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的黄土高原小县城时，不禁想起了怀柔县城，两城极为相像，让我生出思乡之情，尽管我非怀柔人
。
    更多的接近怀柔是改革开放以后，几次参加会议，游览慕田峪长城、名刹红螺寺、碧波万顷的雁栖
湖，领略怀柔山川秀色，也品尝了养于深山冷泉虹鳟鱼的美味。
来去匆匆，蜻蜒点水，只能称为接近。
    2007年，北京市开始了保护抢救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
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先生亲赴怀柔区考察指导工作归来，指示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学者
赴怀柔区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对该村传承了一百多年的“敛巧饭”民俗事象进行田野调查，并协助
镇区两级有关部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与十几位学者专家在市民协副主席于志海先生带领下，来到了位于云蒙山腹地的杨树底下村，这次
我真正走进了怀柔。
    近山则厚，山区面积占总面积88.7%的怀柔区，有着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积淀。
受高山阻隔的自然环境影响，怀柔的民间文化内容、形式与其他区县每每有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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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本区域内，由于长城横亘中部，长城南北、山里山外，不同的乡镇村落也各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杨树底下村“敛巧饭”的习俗便是独树一帜，蕴含着丰富的古老传说、优美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有广狭二义之分。
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笑话等等。
狭义的民间故事，就是神话、传说之外的一种散文叙事作品。
它既不同于以神为主角的神话，也不同于以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传说。
它是以广阔的生活题材为内容而又有艺术虚构的散文叙事作品。
    本书所选编的民间故事就是广义的，是流传于杨树底下村、琉璃庙镇乃至云蒙山区的民间的口头故
事。
目的旨在为读者提供一本有地域特色的故事精品读物。
    一篇有品位、趣味、有嚼头的故事，我以为必须具备如下基本特征：    (一)一篇完整的故事里，必须
要有人物和发生“故事”的时间、地点。
人物的姓名可以是不具体的、模糊的。
故事中的人物可以因其职业、身分而为名，如“张木匠”、  “王掌柜”、“李县令”等。
也可以就用小名、浑号为名，如“二旦”、“狗剩”、“能不够⋯⋯”等，一般不用真名实姓。
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可以不具体甚至是模糊的，如“从前”、“老年间”、“某朝某代”，千万
不可注明公元多少多少年，那不是故事中的时间概念，那是历史或论文里所需要的时间概念。
地点也可用“这事发生在山里面”、“县城西北角有一条小胡同”等等，这样的模糊地名就可以了。
    (二)一篇完整的故事里必须有“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由情节、细节构成的。
“故事”的结构发展是程式化的，最常使用的是“三叠(段)式”的叙事手法，它是民间故事的一个显
著特征。
例如，男女老幼耳熟能详的《狼外婆》故事，就是三叠(段)式故事结构的经典之作。
    (三)民间故事一般都有一个有头有尾“大团圆”的结局，这也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分水岭之一
。
民间故事的宗旨，总的说来是把惩恶扬善、美好的最终战胜邪恶的结局奉献给读者。
善良、正义、弱小的一方总能战胜邪恶、阴险、强大的另一方。
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曲折艰难，主人公都能凭借自己的正义、忠贞、毅力、智慧最终取得胜利。
具有悲剧色彩的民间故事《孟姜女》还不是以这位纤弱而忠贞的女子哭倒象征邪恶暴秦的万里长城，
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我们通常说的民间故事，是指提供给听众和读者的民间文学作品，而非专家学
者们看中的“忠实记录，一字不动”的民间文学资料或称科研版本。
应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部分重合，绝非合二为一。
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未必是专家学者们心目中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反之，可以称为研究资料的，又
未必是听众、读者所欢迎的故事。
既然是故事书，首先就应该有故事，如果没有故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地名介绍或是地方史志，而不能
称为民间故事了。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口耳相传而成的，它的语言特征必须是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
的，而绝不能是书面化、新闻报道化，甚至公文化的知识分子腔，那样写民间故事就走到偏路上了。
我们之所以选择有很强文学性、可读性的民间故事，也考虑到本书可能为杨树底下村，乃至怀柔区的
旅游和文化交流奉献绵薄之力。
    怀柔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民俗古老；得山水之灵气，怀柔孕育着撷采不尽、还要永远传承下去的
民间故事；地利之佳又逢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号召的天时；更兼区、
镇(乡)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以及怀柔区已经有了一支非常成熟、素质较高的文化队伍之人和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发展的“京郊明珠”会更放异彩。
    如您仔细阅读过本书后，相信一定会和我一样，完成“靠近、接近、走进”怀柔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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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怀柔杨树底下村有“敛巧饭”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树底下敛巧饭》有关杨树底下村的逸闻趣事，是北京民协的专家们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收集
的。
这些故事传说凝聚了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前人留给后辈
的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
　　《杨树底下敛巧饭》内容丰富，情节动人，是一本通俗晓畅、引人入胜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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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山西长命百岁饺 山西河东地区民间流行吃长命百岁饺的风俗习惯。
人们在给儿童过3岁和12岁生日时，长命百岁饺是必须食用的一种风味独特的饺子。
相传，远古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当年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把九个太阳压在了山下。
剩下的一个太阳藏在马齿苋下，躲过了被压的命运。
为了感谢马齿苋的大恩，从此太阳光不晒马齿苋，人们就将马齿苋称为长命菜，并且用马齿苋、猪肉
、黄花菜等做馅儿，包成的饺子就是长命饺子。
吃了长命饺子的儿童健康成长，老人健康长寿。
吃长命饺子时，当地人还要浇羊肉臊子或猪肉臊子，一同进食，风俗习惯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
 山西平遥民舞——货邓担 平遥有民舞艺术货郎担，这个民间舞蹈据说源于“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的
神话传说。
扮演二郎神的舞者，跨步甩臂，一条扁担颤颤悠悠担着沉甸甸的假山。
独特夸张的舞步，刚劲的身板雄姿，活脱脱一个下凡的二郎神。
舞蹈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不畏艰难、乐观豪迈的精神。
后来，人们借着这热闹红火的场面，庆贺五谷丰登或买卖兴隆，又演化成挑大南瓜、大白菜、家禽家
畜，甚至杂货用具。
有的货郎担还装有蜡烛，既闹了红火，又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也进行了物资交流，可谓是一举三得。
平遥的货郎担以东城、县百货公司为佳，所担的花灯，制作精巧，色彩鲜艳。
表演者技巧高超，大幅度的舞蹈动作中，灯心的蜡烛火苗保持平稳，不跳不歪，正常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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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杨树底下村在前几年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知道它的人很少，专程去那里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村里的青年大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天气好的时候，老爷子们聚在一堆，妇女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边晒着太阳，边聊着家常，山里人的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度过的。
    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使人们开始关注怀柔区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敛巧饭习俗
。
怀柔区的各级领导对敛巧饭习俗的申遗工作非常重视，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使许许多多的人走进了这
个宁静的山村，当然，最先进入的是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们。
现在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敛巧饭习俗”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北京民协在北京文联朱明德书记的关注和支持下开展了对杨树底下村的考察工作。
怀柔区宣传部彭丽霞部长对考察工作高度重视，并作了具体的安排。
    为了能更深入全面地收集到当地的民俗文化材料，北京民协组织了民间文学、民俗、民间艺术的专
家们对杨树底下村和琉璃庙镇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察。
专家们将采集到的材料编辑成书，正式出版，这既是为当地的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实事，又为当地的旅
游增添一份文化附加值，同时也是我们民间文艺工作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建设“人文北京
”应尽的一份责任。
    在此，感谢琉璃庙镇党委、镇政府对考察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感谢田正科宣传委员和宋庆丰老师的
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
    于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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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树底下敛巧饭》所选编的民间故事就是广义的，是流传于杨树底下村、琉璃庙镇乃至云蒙山区的
民间的口头故事。
目的旨在为读者提供一本有地域特色的故事精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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