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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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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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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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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民间文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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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民问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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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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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主干项目之一，已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宜昌市分卷含12个县卷本，计460万字。
各县卷侧重本地特色，巴人、楚先民、屈原、昭君、三国传说，本地民俗节庆、历史上有影响人物、
动植物的传说故事，在各卷自成系列；在山区与平原，峡江流域与清江流域、沮漳河流域，偏僻村落
与中心城区，故事的流布形态异彩纷呈，研究者浏览全套可以比较异同。
作力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出版对于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延续华夏文明，保护民间文化的知识产
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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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地百姓忘不了黄牛帮大禹治水，商量修一座庙给神牛供香火。
为了选个好庙址，当地百姓从湖广、四川请来了四个阴阳先生，阴阳先生多了就嘴杂，这个说这里好
，那个说那里好，庙址拖了蛮长时间没定下来。
一天，四个阴阳先生又碰到一起争论修庙的地方，爱看稀奇的老百姓围了好几层。
吵到中午，从山上下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肩膀上扛着一把斧头。
他把围观的人扒开一条缝，走到中间对阴阳先生说：“几位先生莫争了，这西陵峡哪儿都有风水宝地
。
我把斧头往天一甩，它落到哪里就在哪里修庙，行吗？
”四个阴阳先生都同意老头的说法。
老头取下斧头轻轻往上甩。
斧头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人们头上转了一个圈，往前飞去，稳稳当当落在半里路远的一块平地上。
大伙跑去一看，斧头脑壳朝下，把子朝上，斧口朝长江。
有个阴阳先生上前抱斧头，可斧头像长了根一样，摇得动拿不动。
那几个阴阳先生把罗盘拿出来一靠，细看山势走向。
后有九条山岭直奔这里，脚下是半圆形平坝。
原来这里是“九龙捧圣”之地。
等大家忙了一阵子才想起找老头儿，哪晓得连影子也没有见到，才悟出是太上老君下凡显圣。
后来工匠们修庙时，中心点定在斧头落的地方。
出门正对长江，斧把三尺三寸长，庙建了三丈三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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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之一。
夷陵区民间故事《中国故事全书.湖北.夷陵卷》纳入了第一批出版计划，这既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对夷陵民间文化工作的关怀和支持，同时又将对我区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意义十分重大。
讲故事，民间俗称日白、粉经，是民间口耳相传的一种文学样式。
夷陵区地处长江三峡，是巴楚文化的交汇地。
长期以来，夷陵区劳动群众在生产劳作的过程中，说说笑笑，自娱自乐，创作了大量的神话、传说、
故事、笑话。
这些故事经人们口耳相传，代代相接。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夷陵民间故事。
20世纪90年代，夷陵区发现了能讲400多则民间故事的农民故事家刘德方。
刘德方的出现，使夷陵民间故事备受各级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
从1998年开始，中国民协、湖北省民协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前来夷陵考察，在推出中国民间故事家
刘德方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夷陵区在抢救、保护民间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专家学者评价，夷陵民间
故事是民间文化中的一座富矿，很有挖掘价值。
长期以来，夷陵区委、区政府和文化部门一直把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认真贯
彻国家关于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6年以来，夷陵区收集整理、出版了《说笑风流》、《野山笑林》、《郎啊姐》、《雾山歌海》等
民间故事、民间歌曲集成10多本，并建立了民间文化电子资源库，而且多次举办民间文艺汇演、民间
故事传讲赛等文化活动。
下堡坪民间故事、宜昌丝竹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名录，下堡坪乡被命名为
“湖北省民间故事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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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夷陵卷》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湖北.夷陵卷-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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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