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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时兴“讲古”，劳动的间歇、热闹的市集、“猫冬”的时候⋯⋯在人们聚会的所有场合，都会说
笑话、讲故事。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在炕头、在村口讲述的故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谁是好
人、谁是恶人，说得一清二楚，以一种使人愉悦的形式对人们进行着道德教育，潜移默化中构建起大
众共同的价值体系。
    这些故事是民间知识读本。
它告诉你，我们的先人是怎么理解宇宙的构造、人类的起源、万物生成的来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
系。
同时也把民间历史知识如数家珍地演述出来。
这种叙说，虽然没有历史学家所表述得那么公允，但是却更明晰地体现了民众最朴实的评价。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就应该受到褒奖和称赞；为非作歹、迫害人民的，就应该受到讽刺和鞭挞。
这些故事也许并非是真实发生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高层次的“真实”。
    这些故事是调剂我们先辈艰难枯燥生活的精神食粮。
在衣食无着、艰难困苦的劳动生活中，故事成为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和愉悦的最佳方式。
听故事、讲故事，在笑声中获得一种胜利者的满足。
故事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故事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呢？
这里所说的故事，是广义的概念，包括神话、传说、狭义的故事、笑话等在内的所有口耳相传的散文
类民间叙事作品。
    神话是庄严的、远古的神圣叙事，涉及宇宙起源、人类诞生、大自然的形成和变化，人类的一切发
明和创造，万物的起源以及鬼神世界等，把人们带到了悠远而又悠远的亘古时期。
    我们周围的山山水水、动物植物，一位位历史人物、一桩桩历史事件⋯⋯所有的一切无不被民众以
传说的方式演绎成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当做“可信的史实”口耳相传，汇成浩瀚的传说海洋。
    故事是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叙事体裁。
这类作品里充满着幻想与虚构，任凭你张开想象的翅膀，让思绪恣意驰骋，神奇的宝物、万能的神仙
⋯⋯使勤劳善良但却被侮辱被损害的主人公们都能终得善果、天从人愿。
    即使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讽刺性故事，也多以虚构为主要叙事手法。
十二生肖排座次的故事里，老鼠和牛比大小争第一。
老鼠想出一个巧主意，要骑在牛背上逛街。
满街的人都喊“好大的老鼠”，却没有一个人理会已经司空见惯的牛。
于是老鼠自然就在十二生肖里排了个第一。
这样的故事虽然没有神奇的幻想，却以巧妙的虚构贯穿始终，更加生动隽永，意趣盎然。
    故事流传的历史，就是一部民众世代延续的生活史，凝聚着先人的心血和才智，是我们中华民族智
慧的结晶。
那么到了今天，这些故事还有意义吗？
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幻想不再有神奇的意蕴，在这样的环境中，故事还有存在的空间吗？
还能继续发挥它曾经有过的作用吗？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想象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
开天辟地的盘古、填海的精卫、挖山不止的愚公、补天的女娲⋯⋯这些主人公的精神不是仍然在鼓舞
着今天的我们吗？
牛郎织女的传说、嫦娥奔月的传说、梁祝的传说⋯⋯这些瑰丽多姿的传说故事，化作世代传袭的文化
血液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
就如同中秋的圆月，早已成为凝结着民族情感的文化符号。
今天，这些文化遗产在带给我们灵感和力量的同时，让我们更充实、更奋进，更乐观向上、更有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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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委主办的“万家社
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惠及亿万城乡读者的民心工程，现在贡献给各位读者的《中华
民间经典故事会》正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项目，希望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化通过图书援建和读书活动得到
传承和弘扬。
这些故事都是搜集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口传作品，很少经过文人的润改和再创造，最能体现在民
间流传的原汁原味。
在此要特别感谢所有的讲述者和记录者，他们的无私奉献使凝聚着民族智慧的优秀民间故事得到很好
的保护和传承。
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够为亲爱的读者提供欣赏的愉悦，也能够借此提升我们大家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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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故事是民间知识读本。
它告诉你，我们的先人是怎么理解宇宙的构造、人类的起源、万物生成的来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
系。
同时也把民间历史知识如数家珍地演述出来。
这种叙说，虽然没有历史学家所表述的那么公允，但是却更明晰地体现了民众最朴实的评价。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就应该受到褒奖和称赞；为非作歹、迫害人民的，就应该受到讽刺和鞭挞。
这些故事也许并非是真实发生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高层次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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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渭河滩上长着一种丛生、翠绿、光秆的节节草。
有人说它从前长得很长很长，一直通到天上，所以又叫它“通天草”。
现在的通天草，最高的不过二尺五，光溜溜的，不但没叶，连个头也没有，一节一节像小竹竿一样地
长满河滩。
通天草为啥没了头，而且长不高了呢？
传说很久以前，关中平川猴娃子成群结队，糟蹋田禾。
农夫一赶，它们就顺着通天草爬上天空，农夫走后，又下来糟蹋田禾。
把农夫气坏了，联合起来，把猴群全部赶上通天草，然后轮流看守。
这下可把猴娃子坑得没法了，下去吧，怕农夫捉住把它们摔死；不下吧，又怕饿死。
最后只好跟着老猴子往上一个劲儿地爬，爬呀，爬呀，一直爬到云中。
老猴手搭凉棚一望，不觉惊喜地叫道：“哎呀！
好美的景色。
”原来，它们爬上了天宫。
小猴跟着老猴，胆子也大，一溜一串地到天宫去玩。
不多一会儿，它们就发现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便爬上树去吃个饱。
它们吃了桃把核乱丢，一个桃核把守园的仙童打醒了。
仙童一看，不知是哪儿来的这么多猴子，吓得大喊大叫，跑去禀报王母。
王母立即命土地神去看，土地神就拿手中的拐拐子赶。
众猴一看，大事不好，沿着通天草又向地下跑，土地神挥舞着拐拐子紧追不放，一直把猴群赶下凡来
。
后来，人间就有了蟠桃。
这蟠桃，有的地方叫扁桃，因为老猴逃跑时把蟠桃夹在腋下，丢到人间，摔成扁的了。
玉帝知道了此事，怕猴娃再上天宫捣乱，就命一位天神下凡，把通天草砍了，再把猴子处死。
天神奉命下凡，把通天草全部从根底砍断，然后又去捉杀猴子。
老猴一看天神来捉，便领着众猴钻进了山里。
由于树多草密，天神追到山里，寻不见猴娃子了，就大声说：“今天你们逃进山中。
我饶了你们的性命，如果哪个再下山捣乱，叫我捉住了，就乱鞭打死。
”猴儿听了，再也不敢下山来了。
天神还怕猴群又下山，便对农夫说：“猴下山，拿鞭赶。
”从此，平川人为了制伏猴子都手不离鞭子。
自从天神砍了通天草，通天草就长不高了。
成了一节一节，没头没叶的光秆秆啦。
上古时候，世间没有生命，玉帝就把人打下凡间。
他害怕把人饿死，隔些日子便从天上撒下一些白米细面。
他叫牛下凡对人说，每天一吃饭，三更衣。
牛下凡后把玉帝啪话传错了，传成每天三吃饭，一更衣。
人就一天吃三顿饭，更一次衣。
玉帝嫌牛把话传错了，用棍子打牛的嘴，把牛的上牙打掉了，从那以后，牛就没上牙了。
玉帝想叫人自己耕作，就把下白米细面变成下雪和下雨，给人造了些麦种，叫人种着吃。
把牛打下凡间给人拽犁拉车，叫猫下凡给人逮老鼠，叫狗下凡给人看门。
牛的活最重，这是罚牛哩。
人把麦种撒到地里，长出了麦子，天上下雨下雪，麦子长出来了，草也长出来了，草把麦子欺得长不
好。
玉帝给人一个铜锣锣，只要停到地顶头把铜锣锣一敲，草就死了。
以后草再长出来，铜锣锣一敲，草就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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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立在地里敲哩，后来坐着敲哩，再后来睡到地里敲哩。
玉帝嫌人懒，把铜锣锣收了，给人一个铲，叫人用铲铲草。
人开始立着铲，后来又坐着铲，再后来就睡到地里铲。
玉帝生气了，拿脚往铲上猛一踏，把铲脖子踏歪了，铲就成了锄了。
人用锄锄草，立着锄不成，坐下锄不成，睡下越发锄不成，只好站在地上把腰弯下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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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仙造米:植物传说》只讲述你想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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