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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
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
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等。
    民间故事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口头文学，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们以奇异的乡土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讲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表达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抒发对未
来的憧憬和追求理想的情怀，展现出广阔的生活图景。
它反映了民族的习俗、信仰、心理、审美情趣和社会情况，它凝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特质，是
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是研究民族思想、民族性格及其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
    马克思对民间故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在野蛮时
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
，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    因此。
对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就是对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这既是符合文明发展规律、顺
应文化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实力的战略举措，也是维护民族团
结和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
    昆明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具有三万多年的人类生活史、二千四百多年的滇中文化史、一千二百四十多年的建城史。
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边境异域之美和都市时尚之美。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多元文化交汇融合。
昆明地缘特殊，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目的地和集散地。
目前，共有52种民族成分，其中包括彝、回、白、苗、壮、傣、哈尼、傈僳、布依等九个世居少数民
族。
各个民族在昆明交汇融合，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信仰，形成了包容性、开放性、创造性的多民族文化
特征。
创造了绚丽多彩、剐具风格、富有魅力的民族民俗文化。
千百年来，各民族产生了大量特色鲜明的民间故事。
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蕴藏着丰厚的民间文学宝藏。
    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有关注民间文学的文人志士在这片沃土上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
昆明市的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陆续出
版了一些民间文学书籍，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启动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工作，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发
掘整理民间故事的热潮。
昆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积极响应，于2007年开展了编辑《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的工作
。
在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云南昆明分卷》的浩大工程终于完成。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
南昆明分卷》得以正式出版。
这套书由15卷组成，涵盖了昆明市的所有市、县、区。
它的编辑出版，是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重大成果。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一畦生机盎然的绿地。
这部民间故事集从语言文字上看，多是民间口语，朴实无华，不尚雕饰，通俗畅晓，形象生动，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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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泥土之芳香扑鼻，有亲友交谈一般的温馨，给人一种亲和的魅力。
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远古的亦真亦幻的画卷，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老昆明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真切地感觉到前人朴素而睿智的思想、高洁的道德情操。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不仅是民间文学的书籍，同时，它也是了解昆明、认识昆明的
基本读物，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喜爱它并从中获益。
    由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大
的冲击。
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濒临消亡。
还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我们抢救保护，我们肩上的责任还很重。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们迎来了昆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民间文学事业也
将大放异彩。
希望广大民间文艺家和工作者团结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共同开创昆明民间文艺事业发展新局
面，为加快把昆明建设成为泛亚文化名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盛世修典，正逢其时。
放眼滇池，春光无限。
回眸雪鸿，弥足珍惜。
集腋成裘，汇流成海。
值此《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分卷》付梓之际，聊作数语，是以为序。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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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国亮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一畦生机盎然的绿地。
这部民间故事集从语言文字上看，多是民间口语，朴实无华，不尚雕饰，通俗畅晓，形象生动，读来
有一种泥土之芳香扑鼻，有亲友交谈一般的温馨，给人一种亲和的魅力。
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远古的亦真亦幻的画卷，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老昆明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真切地感觉到前人朴素而睿智的思想、高洁的道德情操。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不仅是民间文学的书籍，同时，它也是了解昆明、认识昆明的基本读物，相信
会有更多的读者喜爱它并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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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远古时候，有一家两口子，快五十岁了还没有一个娃娃。
为这件事，男人经常打骂女人，说她没本事，不会生娃娃。
日子一长，女人实在忍受不了，独自跑到悬崖边寻死。
但是她又想：自己死了，谁来照看瞎眼婆婆？
这个善良的女人死不能死，活着又受折磨。
伤心不过，就坐在一块大岩石上痛哭。
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面前，问她哭哪样。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将没有娃娃而遭男人打骂的事说给老头听。
老头听完后很同情她，从怀里掏出五个桃子递给她，并告诉她一年吃一个，说完后便走了。
 女人把桃子带回家，先尝了一个，又香又甜非常好吃。
她想：一年吃一个，桃子早就烂了，太可惜了，不如我一次就把它们吃掉。
于是，一口气把五个桃子吃下肚。
十个月后，她一胎生了五个娃娃。
生下了一个跑出去玩一个。
老两口子很奇怪，将小哥五个齐刷刷一排放在土地庙前祈祷，不知不觉，他们都得到了神灵的佑助。
 两口子打算给哥五个起个名字，但哥五个却说他们已有名了。
老大说他叫铁颈老大，跟着是：长脚老二、溺水老三、千里眼老四和顺风耳老五。
 小哥五个个个能吃能喝，爹妈经常因为无米下锅而唉声叹气。
哥五个很懂事，叫爹妈别发愁，问两老想吃什么？
妈妈说：“你们还小，妈妈想吃的东西你们弄不来。
”老大和老二说：“妈妈想吃什么尽管说，没有我们弄不来的。
”妈妈听了，就说：“我想吃点稀饭。
”铁颈老大和长脚老二听了，跑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借米。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正在火炉边烤火。
见了哥两个，吓了一跳，说：“你们从哪里来？
要金要银自个拿，莫来吓唬我们。
”哥俩说：“我们一不要金，二不要银，想跟你们借点米煮稀饭吃。
”玉帝和王母叫他们到仓库去背，要多少拿多少。
 爹妈做活计回来，看到房前屋后堆满了白生生的大米，忙问哥俩从哪里弄来的。
老大说：“我们到天上向玉帝和王母借米，他叫我们要多少拿多少，我们就把他的粮仓背来了。
”老二把煮好的稀饭端给妈妈吃，妈妈接过稀饭，心想：他们把天上的粮仓都背来了，玉帝一定不会
放过他们，我要试试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敢和天兵天将斗。
于是把稀饭放在桌子上，说：“稀饭我不吃了，我想吃雷公肉。
”哥五个听了说：“妈妈，你等着，我们去抓雷公来杀了煮给你吃。
”说完，他们煮了一大锅稀饭，倒在地上，像踏烂泥一样，在稀饭上踩来踩去。
正好，玉帝见天上的粮仓没有了，派雷公出来查看。
雷公见哥五个不但背了粮仓，还糟蹋粮食，大怒，甩出炸雷劈向他们。
哥五个一点都不害怕，见雷打来，轻轻一闪，躲了过去。
长脚老二伸出手就去抓雷公。
雷公见有人竟敢来抓他，吓了一跳，正想转身逃命，却被眼疾手快的老二一把抓住。
雷公现出原形，原来是只大公鸡。
哥五个把“鸡”抱回家，准备杀掉煮给妈妈吃。
妈妈哪里敢吃雷公肉，赶忙过来阻拦：“莫杀雷公了，我现在不想吃它的肉了，把它放了吧。
”哥五个本来就很听爹妈的话，于是把雷公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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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进一步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较全面地保存流传于我县的民间故事，经过几年的努力，《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昆明·禄劝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本采撷于我县各地的具有禄劝特色的民间故事卷。
她的问世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文化主管部门具体领导，我县民间文学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
下取得的成果，也是我县广大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直接间接参与这一项工作的各方人士心血和汗水的
结晶。
    本卷的鳊纂是在继20世纪80年代编纂的民间文学集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20世纪80年代，我们根据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
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以及省市有关精神开展了此项工作，经
五年时间的努力，于1991年12月完成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并编印成册。
此次再鳊辑是按照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2006）l号文件《关于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通知要求
以及市文联有关工作意见进行的，所编入的篇目基本保留原收录的《禄劝民间故事》集成版的内容，
只是在分类和个别篇目上进行适当调整，未做大的删改。
    本卷共收录了158余篇作品，作品中有天地开辟、自然变化、洪水滔天、人类繁衍、英雄等神话，如
《不同民族的由来》、《阳亚射日》等；有地方风物、史事、民俗、动植物传说，如《乌蒙轿子山天
池的传说》、《风家城的传说》、《建文帝的传说》等；有机智人物、魔法以及揭露假、丑、恶，歌
颂真、善、美的故事，如《罗牧阿智的故事》、《俩兄弟》、《扁大生的故事》；有令人捧腹的筻话
《三个姑爷拜寿》等。
这些神话、传说、故事，自然淳朴、风格各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禄劝的风光、民风民俗
，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形象，寄托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民间故事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作品，是人们祖祖辈辈不断提炼加工的语言艺术，它深深植
根于民间，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按照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要具“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我们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力图忠实
原作，保持原来风貌，一般不做较大改动。
在坚持“三性”原则的同时，也考虑到作品的“文学性”，因此对语句和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润色和调
整，对有些地方方言尽可能加注，增强其可读性。
    本卷的再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
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为本卷再编纂给予了资金保障，县文化主管部门召开了多次相关会议，
对工作方法、步骤作了具体安排，并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强有力的工作团队开展工作，省市文联民协的
有关专家也给予了业务上的指导，我县有关人士参加了审稿，对作品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使本卷的编纂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对各方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卷的问世，为抢救和保存千百年来流传于我县各民族民间的优秀口头文学。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能为《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提供一份具有禄
劝特色的资料，占有一席之地，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的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
因此，诚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及热心的读者们的赐教。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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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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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