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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尧母故里故事多    孟晓灵    望都，古属冀州，战国为庆都邑，秦置庆都县，汉改望都县，元朝再称庆
都县，清乾隆年间复名望都县。
望都是尧母故里、中国辣都、孙氏武学发祥地，被河北省认定为千年古县。
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望都民间故事之根，广为流传的尧母传说和明末清初民间艺人创作的新颖调，传颂
着尧母故里的灿烂与光辉。
尧母文化、辣椒文化和孙氏武学文化，这“三大文化”为望都民间故事增添了浓墨重彩。
    望都是“三皇五帝”之尧帝的母亲庆都的出生地和生活地。
自赢秦十九年置庆都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汉初置望都县．后几经省置，望都、庆都两个县名交替使用，无不与尧母有关，足见其在民间影响之
深。
尧母不仅辅佐尧帝治理天下，使尧帝成为一代贤君，而且济世忧民，为百姓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
自汉光武帝下诏敕建尧母庙起，此后历代帝王朝廷重臣及工农士商的拜祭活动绵延不断。
曾有汉章帝、宋仁宗、明世宗、清乾隆帝、嘉庆帝五代帝王亲临望都朝拜尧母（陵）庙。
尧母盛德故事至今仍在望都一带广为流传。
其所孕育的教子文化、忠孝文化和济世忧民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望都传统文化的根脉。
收录的《庆都招亲》等十几个故事，生动传神，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一位伟大母亲博大、正直、善良的
胸襟。
    望都自古物华天宝，土肥水美，素有“珠泉万斛之乡”的美称。
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辣椒种植历史，以“辣都”之称闻名于世。
关于辣椒的来历，传说是明朝永乐年间，为弥补人力，恢复生产，秦晋大移民，从家乡带来了“秦椒
”种籽，以望都独特的地理、水土、光照和世代望都人的筛选提纯，培养出了独具特色的望都羊角椒
，成为一方特产。
书中收录的有关辣椒的故事可谓“天马行空”，读者在品读中一定能体会到望都辣椒文化的魅力。
    孙氏太极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中国古典哲学、关学、伦理学、中医学的精华。
望都作为孙氏武学的发祥地，孙氏太极拳非常普及，民间成立了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习拳健身者有近
万之众，遍布机关、企业和乡村。
蜚声海内外的武学大师孙禄堂先生出生于望都县东任疃村，他书剑合璧，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于
一体，自成孙氏太极，堪称一代武林宗师，有“天下第一手”之美称。
他一生坦荡，经历奇特，多方拜师，艺学精进。
2011年，望都县举办了首届孙氏武学交流大会，占地40亩的孙禄堂纪念广场也即将开工建设。
他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
收录在全书中的十几则故事，彰显了孙禄堂先生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如果说正直、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包容、淳厚则更具望都地域人文特色，是望都“三
个文化”，特别是尧母文化长期哺育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外地干部来望都参加革命建设，望都人以宽厚淳朴的胸襟热情接纳，精诚团结
，和衷共济，为建设新望都而戮力同心，不“欺生”，不“排外”，则更体现了望都主流人文精神。
这在古志书中也多有记载，如清乾隆年间候补知县王锡侯曾这样热情歌吟：“（望都）且俗尚朴素，
衣鲜华好，椎鲁忠实，不务悍檩⋯⋯此真陶唐之遗风。
”佐证了此言不虚。
一览故事全书中的正面人物，或工或农，或仕或商，或武侠壮士，都渗透着这种可贵的望都人文精神
。
这种品格，这种包容，这种在千百年风雨历练中所形成的良好美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弘
扬！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实践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创作了大量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故事、神话和传说，
能够流传至今，使我们倍感亲切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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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都民间故事集共收入包括神话、传说、人物、寓言、笑话等各类故事249篇，彩图29幅，三十多万字
。
揽千古之往事，颂古今之人物，天上地下，山川河流，土特名产，民俗民情无所不及，内容丰富，实
为民间文化的小百科全书。
千百年来靠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使得“草根”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望都县委宣传部和文联的有关干部和专业人士为本书成卷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组织协调工作。
本土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深入基层民间，认真走访记录整理，为本书成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富有
成效的工作，从而成就了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人的文化项目。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望都卷》成书之际，适逢全国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的大背景，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真诚地希望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和广大文学文艺爱好者积极行动起来，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讴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
家乡望都，以精品力作迎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
    2012年2月    （作者系中共望都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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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拯救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拯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
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为了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历经一年多辛勤和努力，我们搜集整理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望都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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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望都辣椒传非洲 话说汉朝汉武帝选派张骞出使西域，想与西域的大月氏国联合，共同对付
匈奴。
张骞率领一百多人，浩浩荡荡从陇西出发，不料在河西走廊一带被匈奴人俘住、扣留。
张骞每天拿着汉武帝给他的符节，不失使者身份。
一直过了十一个年头，张骞才趁匈奴人不备，带领他的部属逃了出去。
他们历尽千难万险，奔波了几十天，越过茫茫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
大宛国国王觉得张骞勇敢而诚实，给他们派了翻译和向导，送他们西行，又经过康居国，终于到达了
大月氏国。
但这时的大月氏国已换了国王，新国王认为自己距离汉朝太远，即使关系亲密也得不到什么利益，所
以没有与汉朝联合的意向。
一年过去了，张骞觉得再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便返程回国了。
为避开匈奴控制的地区，他们改道向南走，翻过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山麓而行，经过现在新疆的莎
车、和田、若羌等地，中途又被匈奴人截获，苦苦挨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回到了汉朝。
 张骞走过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许多地方，是中原地区有史以来到达西域诸国的第一人，自出发至归
来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
汉武帝听他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很受感动，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后来张骞曾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功被封为博望侯。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过了十四年，汉武帝想联络乌孙夹击匈奴，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皇上传下旨来，要张骞用两个月的时间，充分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入冬以前起程。
张骞立即做了安排部署，抓紧时间组织人员，征选马匹，调配物资。
 张骞有个卫队长叫胡成，望都县柳宿人，二十七八岁，膀大腰圆。
胡成腊月出生，从小就敦敦实实，所以乳名叫腊墩儿。
他特别爱吃辣的，稍大一点，一顿饭能吃好几个大辣椒，大伙管他叫“辣墩儿”。
辣墩儿生来身强力壮，少年时喜欢舞刀弄棒，练得一身好拳脚，十七岁时跟随做买卖的堂叔外出闯荡
，来到长安，结识了一些朋友，二十四岁做了博望侯张骞的卫士。
 张骞见胡成憨厚忠诚，武功又好，很是喜欢他。
这次张骞挑选出使西域的人，胡成当然是合适的人选。
这天，张骞把胡成叫到跟前说：“胡成，你可愿随本官出使西域？
”“回大人的话，小的愿意！
”胡成回答得很干脆。
张骞说：“好，本官此次西行又不知几年才能回来，本官给你一个月假，回家好好向你妻子道别一番
，准时回来上路。
”“是，请大人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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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进一步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较为全面地保存流传于城乡的民间故事，经过多方努力，《中
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望都卷》编纂工作现已完成。
这是全县文化工作的一件大事，它对望都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使《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望都卷》充分呈现我县丰富的民间故事，真正代表我县民间文学
的最高水准，集中展示我县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成果，为广大读者奉献一份有价值的文化大餐，我
们确定编纂内容范围，明确编纂目的要求，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及时落实搜集人员，合理安排编纂进
度，从201 1年5月份开始宣传动员，发布征稿启事，列出采编目录，落实采编队伍，多方收集乡土神
话传说故事等，分赴各个乡镇、重点村庄采集，几易其稿，收集汇总。
通过编委会成员多方权衡、横向比较，确定篇目，成就此书。
我们本着尽量真实、尽量保持原讲述者的地方特色这一原则，对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做了比较严格的
把关。
对于同一故事，但又说法不同的，也收入作为同一故事的异文。
    我们还不能忘记三个为民间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就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谷万川先生（1905
～1970）、李佩华先生（1927～1991）和刘鹏江先生（1932～1988）。
谷万川先生系我党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期间，即开始整理在望都民间广
为流传的“瞎话”，并汇编成民间故事集《大黑狼的故事》，该故事集得到了周作人的赏识并作序推
荐出版；出于对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在20世纪80年代，李佩华先生在担任望都县文化馆馆长
期间和时任望都县政协副主席的刘鹏江先生，就已经开始了对民间故事的收集和整理，使得许多几近
失传的故事得以保留。
这次我们编著的县民间故事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他们当时的成果。
    县委书记孟晓灵，县委副书记、县长孙晨光，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给予了急需的经费支持。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吴从志亲自担任主编，成员由宣传部、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县内德
高望重的文化人士组成。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张伟涛具体组织，编委会的同仁们付出了不懈努
力和艰辛，为本书的顺利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他们负责的精神、认真的态度、积极的投入、热情
的工作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因为受时间、人员等客观条件限制，我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实际遗存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
编选的故事在思想性、典型性、代表性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也有全面性、系统性、史料性等方面的
缺失，在忠实保持口述文学的特点、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持原口头作品的原汁原味与鲜活性，以
及流传性、口头性特征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任重道远，民间故事集成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落实。
由于编纂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年2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北.望都卷-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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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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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望都卷)》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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