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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天的故事(代总序)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与中国民间文艺保护的春天一起来到神州大地的
。
    正如20世纪新中国历史开篇注定要从知识界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及其从中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动力开
启那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群众，在新纪元伊始之际亦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
中华大地上五千年积淀丰厚的民间文艺遗存：几多焦虑，几多审视，几多期待⋯⋯    辛巳之春，在送
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4月的和风一寸寸染绿京城的街头，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终于完成了新统帅部的组建，并在冯骥才主席的倡导下作出了用10年时间在全中国境内实
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战略决策。
其内容是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最终编纂出版县卷
本《中国民俗志》(3000卷)、省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31卷)、专题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
卷)、《中国剪纸集成》(50卷)、《中国唐卡集成》(20卷)、《中国古村落民居集成》(50卷)、《中国服
饰集成》(60卷)、《中国彩塑集成》(10卷)、《中国民窑陶瓷集成》(10卷)、《中国皮影集成》(10卷)
、《中国民间杰出传承人集成》(100卷)、《中国史诗集成》(300卷)、《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500
卷)，并命名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建立一系列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艺保护基地、传承基地，建立民间
文艺数据库。
其目的，不外乎是固守中华文明根脉、传承中国文化薪火。
    想当初，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企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社的承诺，一切都只是一个发生在初春里的
梦。
于是，多少赞叹如春潮涌起，多少怀疑似涛声依旧，多少讥讽穿行在街巷，多少风险横陈于前路。
但是，紧迫感、责任心使我们义无反顾，民间情怀、国家利益令我们坚定前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众志成城，誓将梦想化现实。
    由于顺应了发展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也顺应了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复兴的党心、民意，春天
的梦想一天天成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及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之后
，中宣部决定襄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在获得民间文艺界前辈贾芝、冯元蔚诸先生的全力支持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
于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施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25日至26日在北
京正式召开，第一批实施省区及专项随之开展行动。
    作为主干项目，编纂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从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动议之初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这是因为：作为这项工作重要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其省卷本
编纂工作仍在进行；大多数地区都已编定有关县卷本。
我们相信，它定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第一批收获。
    难忘啊，从1984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先后动员200多万名民间
文艺工作者从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先后收集到40亿字的文学资料。
其中，包括184万篇民间故事，302万首民间歌谣，748万条谚语，各种专集4000多种。
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
如今，作为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省卷
本的编纂出版正在接近尾声，而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等领袖人物却长眠大地，
再也看不到这赏心悦目的收获，还有许多民间文艺传人早已作古化春泥，许多“三套集成”工作者从
“青青子衿”变成了“白发老翁”。
面对这一切，除了继续做好“三套集成”省卷本的后续工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编纂出
版他们苦苦收集到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
    怀着如火燃烧的激情以及对民间文艺事业的忠诚，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2004年4月正式启动《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
那时的杭州，正是“江南草长，落英缤纷，群莺乱飞”，一派明媚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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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
生以他作家的情怀与文化领袖的睿智，始终坚持将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
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具体过问它的体例设计、出版、文本审定、
封面设计，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因此被束之高阁；杨亮才先生是中国
民间文艺界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全部策划，而且还主动承
担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整体设计，并不顾七旬高龄奔走于湖北、云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摸底游说，直至回老家部署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赵寅松是白族文化专家，他任所
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不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主持
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主动请缨，不仅承担了《云南甲马集成》大理部分的编纂工作，而
且还以极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
。
他说：“抢救遗产不分内外，保护文化岂等文件经费！
”这是他的心声，也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深愿；与赵寅松先生一道为示范本的编纂作出贡献的
还有湖北省民协主席傅广典先生及宜昌市民协主席王作栋先生。
在他们的主持下，“当阳卷”示范本的编纂亦高速优质，一锤定音。
    随着河南信阳文联主席廖永亮、山东枣庄民协主席王善民、内蒙古民协主席那顺、中国民协副主席
兼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江苏省徐州市民协负责人殷召义等先后加入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
纂工作中来，早日高水平出版这些成果便成为当务之急。
也就在这个时刻，经过不断挫折，我们最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喜结良缘。
该社有胆有识的社长董铁鹰先生与总编辑欧剑先生、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决定投巨资以圆这套“全书
”的出版梦。
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也更使我们坚信中国尚有出版家，而不仅有追逐名利的出版商！
促成这段良缘的是一位名叫孙昕的年轻女士。
她曾在2002年与2003年两次采访过我，以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无“红头文件”、无一分
钱的背景下组织实施的壮举。
那时，她是一名记者。
2004年，她从《中国知识产权报》转调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解这项工
程的进展以及有关成果的出版问题。
当她了解到我们虽已获中华书局斥资帮助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资帮助出
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出版维艰之后，决定向本社领导反
映抢救工程面临的困难。
对此，我心存疑，而被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铁肩担大义。
慨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l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里，我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成员，并奉调协助冯骥才
主席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
可以说，这四年里，我是与中国民间文艺的梦想一起不断成长的。
尽管衣带渐宽、双鬓初霜，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无怨无悔，抱诚守贞，一直执著于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
这是因为我时刻听到来自田野的呼唤：暂先放下你的寸管，作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我亦不断
被冯骥才主席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切所震撼：暂先离开你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是的，暂先放下，是为了永远拿起——学术；一时离开，是为了不朽的存在——人民文化。
    在这部洋洋3000卷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经纬
作一些简单的诠释。
    关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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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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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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关系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开拓创新》中即已作过明晰
的阐释：“‘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承办的民间文化
工程。
‘抢救工程’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也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拓展与深化、
发展。
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其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文学意义上，‘抢救工程’是对‘三套集成’的范围扩充，增加了史诗、民间叙事长诗；在艺术意
义上，‘抢救工程’增加了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中缺少的相关部分作了‘补
天’；在文化意义上，‘抢救工程’把‘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力求一网打尽，理清了民间
文学与民间艺术存在基础的关系。
在‘抢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将最终完成‘三套集成’工作的遗留问题，不仅争取出版《中国民间
文学集成》，还将对历时20年的‘三套集成’进行总结、评奖，并探讨有关资料的活化与应用问题。
”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创意之中，周巍峙主席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之组成部分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是拟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以《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的形
式加以编纂出版的。
后来，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歌谣
、谚语、史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则留待今后再相机启动编纂出版。
显然，《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并不是平地起高楼，也不是刻意另起炉灶，它基本属于“三
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资料的系统编纂出版。
    关于原则在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会议”上，我受主席团的
委托，作了《用优异的成绩编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报告，对编纂出版这部“全书”提出了以
下原则：1.分批实施、推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任务；2.示范本先行，先编云南大理
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及湖北省当阳卷示范本；3.对未编过县卷本的地区进行普查并编纂县卷本；4.对
已编纂县卷本但未作过普查的地区进行普查，以补充原有县卷本资料；5.对已作过普查并编有县卷本
的地区进行补充调查，以丰富原有文本；6.对已有少数民族文字县卷本进行翻译并补充有关资料，以
编成汉语文县卷本；7.制定体例及出版方案，进行统一编纂及集中出版；8.成立从中央到省、市、县的
四级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
虽然进度不一，但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始终是按此原则实际进行的。
    关于动机我们妁最初动机是：1.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然包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抢救性保护是
一个永恒的话题；2.大量的信息表明，由于种种原因，从1984年起被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正面临着
各种厄运：或佚失无存，或藏诸私家，或变卖造纸，或鼠啮虫蛀，或风雨侵蚀，必须加大对它们的再
抢救；3.通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为日后编纂出版《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全
书》、《中国史诗集成》、《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等积累经验，并最终完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
集成”各层级卷本的全部编纂出版；4.为方兴未艾的故事学、传说学、神话学及类型学、母题研究等
提供最生动的资料，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进步；5.强化民间故事作品的社会应用，使之在人文精神建
设、学术建设、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文艺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亲爱的朋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摆放在您的案头并正一天天增高的今天，也正是全中国民间文艺
工作者为您祝福、供您享用的盛大节日。
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为了这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正确抉择、坚定信念、审
慎工作而感到自豪。
    自豪，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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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我们确信，春天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束，她只会延伸为一次又一次秋天的收获。
    2005年8月13日酷热中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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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
，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以及提高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
源。

本书是《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一的《安徽滁州南谯卷》，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四大类，均
收集于该县城乡各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来安的人文风貌和风土人情，并且保留了口头作
品的原汁原味和鲜活性。

《安徽滁州南谯卷》由汪宗文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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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石头的由来
 大碓窝和小碓窝
 天鹅生蛋
 望夫镜
 秧歌石
 棺材石
 三问石屋与四尊侍女石
 双仙石传说
 试剑石传说
 点兵石的故事
 古驿道车辙的由来
 公桥与母桥的传说
 柏子潭传说
 无意泉传说
 落龙潭传说
 冻骨泉传说
 西牛望月
 张四房下瓦到滁州
 仙水泉的来历
 二郎庙会的由来
故事
地名故事
 琅琊山传说
 皇甫山传说
 白米山
独山与恋子山
 大小独山的传说
 磨盘山的传说
 丰山传说
 清流关的由来
 宝珠与乌衣
 沙河的传说
 珠龙桥与龙亭口
 大王郢的传说
 大丰山与担子街
 汪郢的来历
 三官传说
 黄泥传说
 腰铺传说
 花山传说
 章广传说
 太平集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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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传说
 曲亭的由来
 施家集传说
 张浦郢传说
 吴港传说
 燕窝李的来历
 石厢李由来
 朱岗的传说
 雨留龚的来历
 陈官塘的来历
 瞎子洼传说
 好汉田
 断妖洞
 九面塘的传说
 金歪桥
 驻马山与野马塘
 苏塘与曾家坝
 皇甫山仙人洞
 土龙抢珠山
 老牛坟的由来
 五尖山上仙人洞
 花板桥
 皇甫山烽火台的传说
 五女坝
 神冲与神井
 弥陀寺的传说
 红琊山与红琊寺
 龙骨包传说
 黑狼庙传说
 皇姑郢与常山古墓群
 彩云洞的传说
 二狼洞的传说
 孟良练兵场
人物故事
 醉翁不醉
 太守与樵夫
 欧阳修巧断婆媳案
 千里送鹅毛
 放牛与杀牛
 打菩萨
 看花鼓
 画像
 朱元璋与大柳树
 朱元璋与黄圩
 朱元璋与刘涧
 木人拉锯
 侯度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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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与皇道山传说
 陈友谅的传说
生活故事
 有智不在年高
 粘一起
 黄狗拉犁
 大树鸟
 瞌睡金瞌睡银
 看后世
 借隔扇
 三媳妇
 贤良坟
 张百忍
 拾元宝
 早不吃鸡中不吃梨
 精老大与呆老二
 五斤花
 一个半朋友
 土地老爷
 呆子娶媳妇
 女婿祝寿
 作诗世家
 长工箭
 屈死鬼
 名医赶不上时医
 男人口气大
 古井冒木头
 小徒弟学乖
 麻姑娘
 解谜
 自讨亏吃
 聪明的三媳妇
 巧妾哭灵
 青灰绳
 砍了一半
 一个馒头一碗汤
 小放牛戏弄老神仙
 纸糊棺材葬老子
 狼外婆
 呆子学话
 三妹巧骂两姐夫
 邢春风报恩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
 白果树上的人影子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种萝卜的老太婆
 老王送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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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不拔
 两兄弟分家
 文章九十九
 秀才悔悟
 姑嫂斗趣
 五子不如石子
幻想故事
 神草帽
 赶山鞭
 煎海珠
 神仙种地
 乌龙探母
 天门钥匙
 黄盆姑娘
 王小二
 四大金刚
 人是泥巴做的
 男人为何比女人多
对联故事
 智仙巧对欧阳修
 欧阳修续绝对
 长工与小姐对对子
 刘老头取胜朱老头
 朱元璋出题试监生
 巧对
 死后对
 奚落对
 戏弄对
 增字对
 减字对
鬼怪故事
 告城隍
 水鬼
 狐女
 狐仙
 鬼妻
 水怪
 水鬼与长工
笑 话
 鹌鹑嘴
 假月子
 夫妻逗趣
 蠢老婆做裤子
 胡兄弟诌诗
 扯谎
 目不识丁
 蠢子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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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枉头拜寿
 就是那个东西
 贴酱
 掉泪是三行
 我儿子比你儿子强
 一泡尿抵一箩灰
 是人怎不走
 冻死也要吃块饼
 指着吃也费
 两亲家
 大嫂子小月子
 秃子护短
 贾诗人
 梦话退贼
 四兄弟学艺
 呆子相亲
 一升面一个疙瘩
 干了兑水稀了添面
 只有一张嘴
附录一 故事家小档案
附录二 未收入本卷的主要作品篇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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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里上天梯    有一家开饭店的，夫妻俩带一个宝贝儿子。
    儿子还没有多大岁数，老两口就从乡下花几十吊钱买来个姓何的小姑娘来家做童养媳妇。
这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手勤嘴儿又甜，人家都叫她何小姑。
    老婆婆对小姑狠得不得了，不是打，就是骂。
小姑身上这块疤没长好呢，那块又破了，反正是没好日子过。
    有一天老婆婆让小姑看店，自己到外边溜门子去了。
一会儿，打外边走进饭店里七个穿得又脏又破的要饭的。
    “小姑娘，给俺们弄些吃的吧。
”    何小姑说：“我婆婆要我看店的，哪有什么给你们吃呢？
”    “弄碗面吃吃也好。
”    “我要弄给你吃，婆婆回来要打我呢。
”    要饭的说：“你别看俺是讨饭的，钱还是有的，你只管下面，吃过了给钱。
”    。
    小姑忙得利索，一会儿工夫下好了一大锅面。
七个要饭的一会儿工夫吃得干干净净。
    小姑说：“给钱算账吧。
”    这七个又说：“唉，小姑娘，俺们可是可怜巴巴的讨饭的，哪有钱呢？
”    “你不是说有钱买面的么？
”    “那是俺哄你的。
”    “你不给钱，我要挨打的。
”    “打你，你不能跑吗？
”    这七个要饭的说着讲着出了店门，大步流星地往南走了。
小姑眼睁睁见七个要饭的摇晃晃笑哈哈地走了，急得她直流泪。
刚巧，老婆婆来家了，一见七个大海碗放在桌上，就问：“刚才做什么生意，收了多少钱？
”    “刚才有几个要饭的要我弄饭，吃过了面说没有钱，走了。
”    “往哪去了？
”    “往东南去了。
”    “你这个死、r头，快把他们喊回来，要不到钱看我可剥你的皮。
”    小姑出了店门往南追，一边跑，一边喊。
七个要饭的被喊回来了。
要饭的对老婆婆说：“老板娘，我们都是吃百家食的人，全当你少做笔生意，行行好吧。
”    老婆婆说：“哪有吃白食的道理？
除非你给我吐回来，拉倒算和。
”    “你真要吐，我们哥几个就吐了还你。
”    老婆婆要何小姑端了个大黄盆子，七个要饭的把嘴张着，“啊乌，啊乌”地把吃的都吐出来了。
    吃的面条怪好看吧，一吐出来就难看哕！
难看还是小事，味道更不好闻了。
    七个要饭的笑嘻嘻地说：“面条还给你，咱们不欠账。
”说完，一脚紧一脚慢地往东南方去了。
老婆婆气得火冒三丈高，顺手拿起捞面的笊子没头没脑地打何小姑。
    老婆婆一边打，一边说：“你这个死丫头，这一盆东西是你给我糟的，你给我吃下去，不吃下去，
我非打死你。
”    小姑被打得受不住，只好憋住气吃下去几口。
老婆婆还是一个劲地用捞面的笊子打。
何小姑被打急了，一边夺过捞面笊子，一边往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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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婆在后面追。
何小姑顺着路跑到南河边的高坎子上，只见七个要饭的站在水上半空中向何小姑招手。
何小姑说：“这都是水，我往哪去？
”话一落音，只见河上出现一座大桥。
何小姑三步两步上了桥，跑到要饭的眼前，桥一下子又不见了，只见半空中何小姑与七个要饭的越飘
越高，越飘越远了。
    人们都说，何小姑是七个仙人度她成仙的，成何仙姑了。
后来人们把南河边的高坎子说是十里上天梯，何仙姑从这上的天。
    不信，你看画子上八洞神仙的何仙姑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捞面的笊子。
    讲述：袁本义 78岁 工人    记录：刘新平    采录时间地点：1981年4月采录于滁州建筑公司    韩湘子出
世    有姓王的老夫妻俩。
老头子年轻时就爱玩，祖传的一竿箫。
到了他手里，吹得比谁都中听。
只要听说哪里有吹箫的好手，再远的路。
他也要去学去听。
他吹箫吹出了名，家里田租给旁人种，自己一天到晚只顾和一班好友吹弹拉唱。
不久，家业一天比一天穷了。
少年苦不为苦，老来苦才真苦呢。
老夫妻俩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日子过的吃上顿没下顿的。
    这一年的年三十，鹅毛大雪满天飞。
老太婆说：“家里米无一把，面无一升。
你吹箫是出了名的，你不能上街去吹吹箫，左邻右舍帮点钱。
咱也好过个年。
”    老头子上街去了。
地上雪多深的，老头子走啊走，走不动了。
天又冷，肚子又空，心想不如死了算啦。
他把脸朝下，睡在雪窝里，一边吹箫一边等死。
    刚巧天上的九个仙女到王母娘娘那里赴会，听到了箫声，就降下了云朵，来到王老头身边，对王老
头说：“老人家，你怎么睡在这冰天雪地里呀，不怕冻坏了身子？
”“你这几位姑娘不要管我这无用的人啦，我活在人世上遭罪还不如死了好呢。
”仙女说：“老人家有什么难处，讲给我们听听，我们姐妹们也好帮帮你呀！
”    王老头把家里的苦情说了一遍。
一个仙女说：“我这有一只笔，你老人家拿去画画儿，能换钱使，比吹箫省气力。
”    “我从小喜欢看画儿，哪会画画呢？
”    “这只笔不同一般，你想画什么就能画什么。
画的山山水水、梅兰竹菊、百鸟朝凤能跟活的一样。
不用墨不用色，拿笔往纸上一点就行啦。
”    “啊，那还怪奇巧的呢！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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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谯区位于皖东中部，环抱滁州市区四周。
地跨北纬32°05’至32°36’，东经117°50’至118°30。
东交来安县，西接定远、肥东两县，南邻全椒县，北倚明光市，东南与南京市浦口区隔滁河相望。
总面积1271平方公里，2006年末27万人口。
设8镇8乡1个办事处1个管理区，区政府驻滁州市东大街。
    南谯区建于1993年元月，因南北朝，陈太建七年(575年)，建南谯州而得名。
是时境域属南谯州新昌郡。
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南谯州为滁州，废新昌郡，省高塘、乐钜入顿丘，改新昌县为清流县，区域属清
流县。
至唐、宋、元三朝，皆属清流县。
明洪武初，省清流入滁州。
明、清两朝属滁州。
民国元年(1912年)改滁州为滁县，区域属滁县。
1983年撤县设滁州市(县级)，又属县级滁州市。
1993年元月，撤销县级滁州市，设立省辖滁州市，原县级市分为琅琊、南谯两区，境域为省辖滁州市
郊区。
    南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地方。
境内大王镇卜家墩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
南谯人民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灿烂
的文化。
古老的历史与文明，使南谯的文学素材蕴藏量极为丰富。
民间故事则是群星璀璨，各呈异彩的各类文学作品中的一颗闪亮之星。
民间故事滋生于本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选编这本集子时，乡情乡风悠悠而来，仿佛走进了故事中的山山水水，脑海里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南谯
风土人情与民风民俗的画卷。
书中《烧纸的来历》，描述了人去世时买黄纸，一边烧一边哭的情景，介绍了烧纸的由来。
《头勒子的来历》，介绍了以前妇女戴头勒子的习俗。
《过了三天年还是原还原》，写出南谯人民过春节时高高兴兴的热闹场面。
《补锅的扁担两头翘》，讲述了补锅挑子两头翘小扁担的由来，表露了人民痛恨奸臣的情感。
    民间故事是人民的口头文学，在文字出现以前已广泛流传。
南谯的很多地方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代一代人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的。
书中的《乌衣传说》、《腰铺传说》、《清流关的由来》、《雨留龚的来历》、《吴港传说》等故事
都与地名有关。
有的传说与考古发现还有相似之处。
《皇姑郢与常山古墓群》，说的是常山乡境内的古墓群故事。
通过文物部门考证，传说中的皇姑墓葬及其陪葬确是古墓群。
1993年12月被滁州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然，这些古墓是否与皇姑有关，还需进一步考证。
    民间故事反映人民的愿望与爱憎。
南谯人民古来就对乐善好施、扶贫济危者给予热情赞颂；对吝惜刻薄者以无情讽刺嘲笑。
书中的《何仙姑传说》，赞扬了何仙姑贤淑、忍辱负重、心地善良的品格，对蛮横狠毒的恶婆婆则嘲
笑讽刺。
对清正廉明、为民办案的清官也同样给予讴歌。
书中的《欧阳修巧断婆媳案》，颂扬了滁州知州欧阳修的智慧与为民秉公办案的品格；对贪官、贪婪
者则给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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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陈官塘的来历》、《聪明的三媳妇》等篇对昏官、贪心不足的人进
行无情鞭笞和嘲笑讽刺。
《白果树上的人影子》、《圆石头由来》等篇对无恶不作的坏人以无比愤恨⋯⋯    这些民间故事，既
有趣味性，也有可读性，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南谯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形象地反映了古往今来，南谯人
民的优良品行、爱憎情感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对了解南谯、了解南谯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大有裨益。
    在南谯区这块热土上流传的民间故事多得数不清。
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有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整理，并在报刊上发表。
上世纪80年代初，原县级滁州市收集整理出版《滁州民间故事》一书，其中绝大部分是现南谯区人讲
述，整理或流传在区境的。
本人多年从事宣传工作，钟情民间文学，上世纪80年代始，即注意收集民间故事，至2001年，近30年
间，搜集整理民间故事80余篇，于同年出版了《南谯的传说》一书。
本书副主编贵明广先生，是位文化工作者，多年笔耕不辍，收集过民间故事多篇，于2002年结集成册
，出版《南谯民间故事》一书。
    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南谯卷》(以下简称《南谯卷》)，是以上述三本民间故
事集(《滁州民间故事》、《南谯的传说》、《南谯民间故事》)为基础，同时也向乡镇文化站与民间
文学爱好者征集了一部分。
我们遵照《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编辑委员会的部署、要求和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分类和筛选。
编辑故事全书，我们始终坚持“全”、“真”的原则，忠实保持口传文学的特点、地方特色、民族特
色及原汁原味。
收集内容与范围着重是：本区人讲述与收集整理的；在区境内流传的。
有关与区境毗邻的琅琊山、醉翁亭等方面的传说故事也收入本书。
在上级编委会和南谯区政府、区政协的领导与关怀下，在沙河镇党委书记邓元松、镇长卜学贵，腰铺
镇党委书记王良仁、镇长谢飞，章广镇党委书记胡明桂、镇长王玉明等乡镇领导支持下，区文化教育
体育局具体组织实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编辑完成了《南谯卷》初稿。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不足之处难免，祈请民间文学工作者与读者惠赐指教。
    汪宗文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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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包括街巷和地名的传说、历史人物传说、名胜古迹传说、其他传说、俗语故事
、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
    本书是《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安徽滁州南谯卷》分册，由汪宗文等编著，主要收录了十里上天
梯、韩湘子出世、铁拐李的腿是怎么瘸的、喜鹊搭桥、雷公与雷婆、如来赖账、人心是肉做的、盘古
、李老君出世、张果老倒骑驴、卜家墩的传说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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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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