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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浦区，地处大上海的东北隅，东面、南面濒临黄浦江，与浦东新区隔江相望，西临虹口区，北与宝
山区接壤。
全区60多平方公里养育着124万百姓，就面积和人口论，在上海中心城区里都是首屈一指的，号称“大
杨浦”。
    杨浦地区成陆于唐末宋初，有千年历史。
但杨浦区的城市化、近代工业化的历程，当在上海开埠以后。
1869年，租界工部局从外滩沿黄浦江修一条马路，命名杨树浦路，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先声。
接着。
黄浦江工业码头区、上海机器造纸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设立。
至1883年，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正式落成，号称远东第一的发电厂、煤气厂相继建成，极大地推动
了杨浦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杨浦区则成为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最早最集中的地区。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浦区的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建筑业等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民
族资本应运兴起，吸收了大量资金、人才和技术，络绎不断地来到杨浦地区开设工厂、创办企业，于
是，形成了上海最大的沪东工业区。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移民迁徙到杨浦区，人口急剧增长。
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江、浙、皖、闽、粤等省，其中尤以江苏、浙江为最。
移民构成了杨浦区城市居民的主体，其中以“扬八属”居民最富有特色。
晚清民初，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清江、江都八县都属扬州府管辖，八县的移民统
称扬八属。
他们保留了古老质朴的传统礼仪，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
甚至在杨浦区东海滩一带形成了号称“江北大世界”的娱乐中心，扬剧、淮剧、说淮书、说大鼓书、
香火戏，剧种缤纷，观众主要是在附近公大纱厂、裕丰纱厂等做工的工人。
    移民中另有一支是从浙江东北部的杭嘉湖、宁波而来，他们固守着浙北的风俗习惯，从语言、信仰
、岁时风俗到服饰、饮食、娱乐，无一不突显浙江北部风情。
他们与上海本地籍居民融为一体，成为杨浦区居民的主流。
特定的行为方式世代传承，演绎成融合宁波特色，兼有浦东、苏南地区特点的本地民俗习惯。
    五方杂处，南腔北调，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街头巷尾流传的民间口
头文学。
    民间口头文学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创
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趣味和深刻的理性认识，是广大人民群众表露思
想感情的重要载体。
为了保护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让人类记忆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我们
这一代人中流失、湮灭，早在1986年相关部门就对我区十七个街道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收集。
经过一年多努力，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190余篇，民间歌谣1200余首，民间谚语1250多条。
经认真复查、鉴别、筛选，最后遴选出民间故事206篇，民间歌谣147首，谚语498条，汇编成《中国民
间文学集成上海卷·杨浦区分卷》。
    二十年过去了，原有的资料除选入集成卷本外，大部分资料又面临着散落、丢失的危险。
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实际上是一个再抢救的举措，为国家、为民族、为本地区留存一
份精彩的具有科学文化价值的民间文学遗产。
    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杨浦卷》是在原集成卷本的基础上，复查原有街道集成卷本，作
进一步遴选。
同时，发动杨浦区故事协会全体会员，提供线索，组织故事专场，加以深入挖掘。
正由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通力合作，才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编纂工作。
    杨浦区流传的民间故事，一是家庭生活故事多，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都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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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了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理解，显现民众的生活智慧，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活教材。
二与江河大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跟杨浦区临江濒海的地理位置分不开，故事中处处流露出人定胜
天的豪迈气概。
第三。
杨浦区是移民的热土，民间故事大多来自天南海北，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又得到发展、充实和提高。
    本书共收280多篇故事，篇幅不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有识之士，多多赐教。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杨浦卷》编委会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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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名副其实。
它之所以以“中国”相冠，表明其中所收作品遍及内地及港、澳、台地区。
港、澳、台地区民间故事作品入“全书”是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之力才得以实现的。
这在“三套集成”时代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做到的；所谓“民间故事”沿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所使用的广义性概念，它泛指一切散文体民间口头创作，包括神话、故事、传说之属；“全书”
之称，因它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情况而定，它的确在内容、形式、地域、民族、体裁、题
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客观。
以它的编纂出版为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的形象将不再残缺星碎、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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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起初冷棺材想，大概鱼钓得少，下海公公舍勿得给伊吃鱼头鱼尾，他能忍耐住。
后来有一趟鱼钓得蛮多，下海公烧好鱼给他吃的还全是鱼中段。
冷棺材气得把碗一推。
心里想：没头没尾的我不吃。
下海公总是讲，人还小，鱼头鱼尾等大点了再给你吃。
一天，要下雷阵雨了，天很闷，河滩水面上浮起许多小鱼，爷孙俩用不着钓了，干脆用竹棒打鱼，倒
也捉了不少鱼。
冷棺材高兴地数了一下，大大小小有四五十条，跳起来讲：“爷爷，今朝拨我。
吃鱼头鱼尾吧，这点鱼够我们吃好几天呢。
”下海公公还是讲：“鱼头鱼尾么大人吃，依小囝吃鱼中段。
”冷棺材一听，气得不得了，伊总是以为鱼头鱼尾是好东西，下海公公捉了这么多鱼也勿舍得给伊吃
，一时气得呆立在海滩边。
下海公看看天上乌云越来越厚，风越来越大，雷雨马上要来了，就催冷棺材快点一道回去，可是冷棺
材正在气头上，脾气一犟，推了下海公一记，就拎仔鱼赶快回去自己烧了吃，连下海公跌脱拉水里也
不理睬。
冷棺材急急忙忙回去杀鱼烧火煮鱼，刚烧好就连忙抓出一条连头带尾地放在嘴里嚼，等他感到不好吃
，鱼骨头多，根本不能同鱼中段相比时，才弄明白下海公公不让伊吃鱼头鱼尾的原因。
他连忙冲出草屋，直奔河滩，拼命喊：“下海公公⋯⋯”但是雷阵雨夹着江潮，下海公公已寻不着踪
影了。
村里人听到冷棺材的哭喊，冲出门来，只看见下海公的破草屋已被风吹倒一半，以为下海公是被屋子
压住了，想不到冷棺材讲出来的是这个想不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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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年前，我区在调查收集民间文学遗产方面，因广泛而深入，受到市级机关的高度赞赏，全区十七
个街道，每个街道都有一本三套集成卷本。
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场所搬迁及人事变动等原因，这批珍贵的资料本日渐散落、丢失。
至今，除了个人保管的一少部分资料本外，大部分资料本已难觅踪影。
可见，今日再抢救的举措，委实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好事。
    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杨浦卷》，深得杨浦区故事协会的全力支持，老会长沈中海，现
任会长徐希乐，每月十五日召集故事协会全体会员，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组织故事专场，研讨传统故
事与新故事的区别，把编纂工作当做首要任务，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杨浦区故事协会会员、民办《东方民文》主编李鸿庆，向编委会提供了《东方民文》的网址，为下
载传统故事创造了便利条件。
    杨浦区文化局又为编委会提供了杨浦区行政区域图，为绘制杨浦区主要传说故事分布图提供了极大
方便。
我区摄影爱好者徐希乐、沈中海、曹宝根、诸德清等将多年收藏的照片提供给编委会。
总之，本书是大家协力制作的结果，凡对本书出过力的，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杨浦卷》编委会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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