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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提故事，人们自然会认为是编出来的，于是称为“瞎话”。既然是瞎话嘛，一听了之。可是民俗故
事却不应这么看。    “民俗”是历代人民相传已久而形成的风尚与习惯。读民俗故事，开头总有这么
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正是这一句，把我们的心带入远古的历史，让我们窥探民俗是怎样发生
的，最初的形态如何。细细想来，民俗这种看似形式的东西，却蕴涵着华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人没有精神，会堕落为动物；民族失去精神，便会集体沦落为奴隶。想想这是多么可怕！所幸中华民
族的精神永存！这精神有如阳光，照耀着民俗故事这一方天地，让人感到人性的可爱与温暖；这精神
又如彩虹，反射着华夏各族人民优美的心灵，把民俗故事装点得分外绚丽迷人。    那么，这精神到底
是什么呢？这精神啊，高如天，浩如海，厚如地。这里选其主要，介绍三点：    第一点，“天人合一
”的精神。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学者所总结出来的一种重要思想。这里的“天”不是天神玉皇
大帝，而是广大的自然。自然是由宇宙万物组成的，如山川大地，飞禽走兽，鱼虾昆虫，花草树木等
等。它们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而人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人是万物之灵，有思想，有智慧，有
能力，是万物中最强大的。人依赖万物而生活，这里就有一个与万物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把万物视
为敌人，战而胜之，还是把万物当做朋友，共生共荣呢？我们祖先的回答是“合一”。“合”就是结
合，人应与万物结合成一体。如果说人是“天”的头脑，那么万物便是“人”的躯体。头脑能去残害
自己的躯体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人与万物虽属两方，但彼此命运却紧密相关，利益一致，二者不
可须臾分离。也就是说，人与万物是好朋友。万物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要善待它们
，尊重它们。    看看今天我们生存的环境吧，空气、河流受到污染，植被正在遭到破坏，野生动物被
大肆虐杀，人类怎么啦？为什么自毁家园？读读这些民俗故事，它会告诉我们人类如今患上了怎样的
精神疾病，如何去医治这种疾病。    第二点，“惩恶扬善”的精神。    与动物一样，人也有一种维护
生命的本能。为了生命的发展与延续，每个人都有欲望，去争取一个适于生存的空间。又与动物不一
样，人是社会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像鲁滨孙单独生活在荒岛上。而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
成的，你必须与他们打交道；打交道就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例如几人同看一台电视，彼此爱好各异
，那么该服从谁呢？这里就有一个行为准则的问题。这个准则就是道德。如果人们都遵守道德，尊重
别人的选择，矛盾就会缓解。所以，道德的本质就是善。善就是爱人，尊重他人；反之，就是恶，恶
是造成他人痛苦的根源。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我活着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或者为了除恶，肯于自我
牺牲，这便是“惩恶扬善”精神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道德具有很浓厚的亲情色彩，这主要是受孔子
思想的影响。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这意思是说，学生们回到家里要孝敬老人
，到了社会要像兄弟一样对待别人，要普遍地爱百姓。这就是说，爱人要从孝敬老人做起。民俗中有
许多敬老的成分，例如江苏一带把农历七月十五定为“敬老节”。这一天，家家争相宴请老年人，让
老人过得快乐。因为当年多亏了老人为制伏当地的水怪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才永保了这一方水土的
安宁。更多的民俗故事讲述的是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是传世之宝，不断地为
后人造福。因此，后人理应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孝敬他们，在他们死后纪念他们。    在古人看来，一个
人的善德应从孝敬自己老人做起，然后将这种亲情推广到社会上去，那么人际关系就会和谐融洽，社
会风气就会好转。即便社会上仍有“恶”的存在，那么善良的人们由于对“善”爱之深，就会对“恶
”恨之切，从而挺身而出，为除“恶”而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精神如长虹横空，永远为人民所景仰
。    第三点，“除旧更新”的精神。    新年一到，人们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万象更新”。这说明中国
人的观念是与时俱进的。风俗虽然形成久远，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渐变。这种变
化可概括为“除旧更新”。所谓“除旧”，是指去掉陈旧、落后、伤风败俗的成分；所谓“更新”，
是指建立新观念、新作风、新习惯，从而优化全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全民的精神境界。    民俗故事
在这方面反映得十分深刻、典型，很具有启发性。移风易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有能量开出
新风的，往往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有时还是官员。因为这些人极具感召力，所以实行改革较易成功
。《打春牛》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古代官员带头改革旧风俗。不可讳言，人都有一种惯性和惰性，一
旦养成了习惯，便不思变革，而变革的任务往往落到年轻人的肩上。    临末，说明一下本书目录编排
的想法。我国民族众多，而风土民俗又十分繁富，这给目录的编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考虑再三，勉
强按下列顺序排列：岁时节令、服饰装扮、饮食起居和其他几个部分。其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编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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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年”的由来拜“年”驱怪爆竹报平安元旦放鸟对联的发明桃符驱魔贴倒“福”字“福”字
的威力打春牛隋炀帝过生日老鼠娶媳妇赶社节元宵为啥叫“汤圆”东方朔救元宵锣鼓笙箫庆元宵子牙
一怒灯火明椅子姑灯谜的笑话骗火神爷的妙计仙女的歌声无灯的元宵节司马光生气赶鸟节日出打水的
来历祭龙日玉龙救旱降龙的少年不孝媳妇的下场插花节芦笙会恨火与禁火皇帝上坟祭英魂三月踏青谢
龙王姑娘节泼水节称人和吃塌饼吃乌米饭挂蒲叶挂葫芦门插青柳熏药渣吃透糖端午观井祈雨节吃虫节
敬天狗好闺女谁不亲舅家的羊晒衣节晒龙袍六月师生会撒石灰敖包会火把节藏戏节七夕的故事荆叶洗
发除恶节敬老节耍海节圆月玉兔月饼中的字条月饼情缘登高避灾斗牛节天女节吃五豆火头僧的杰作皇
帝想喝粥岳家军的“千家饭”祭灶王火神节点灯笼杀年猪灶王爷吃请灶王爷的妙计藏笤帚烧纸钱为啥
守岁闹年的故事除夕点灯的来历插芝麻秆刺像文身绣脸缠小脚儿顶物的头红盖头桃花女的头巾仫佬女
的发髻苗族女的三角帕头巾与脚套婴孩儿的“兜嘴”带血的围脖儿改做的围裙露水裙彩裙的花边背带
饰品“金凤装”蛇纹衣高底鞋“戒指”止怒手镯带花的凉席织毯圣女东北神草乌拉草奶酪与狼蒸面人
儿尼姑变油条“油炸桧”东坡肉草肉美食东坡肘子松花蛋麻婆豆腐“全家福”“狗不理”包子馒头的
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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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说“年”是一个人名。这人是商朝人，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吧。当时没有准确的节令，因此人们无
法按季节从事农业生产。“年”这位年轻人决心要测准节令，他天天、月月、年年在测量日影，摸索
着节令的变化。    商朝天子对节令不准深感不满。这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活动，而且也不方便人们的
生活。他把节令官阿衡叫来，命令他尽快核准节令。阿衡是个酒鬼，一有闲空便喝酒，喝得头昏脑涨
。天子交他的任务，他不但不去完成，反胡说天神不满意人间，所以把节令搞得没有规律。要弄准节
令，必须祭天神。    天子被蒙在鼓里，决定设台祭天。    “年”得知这一消息，便人宫求见天子。他
在天子面前把自己测定的结果详加说明，并讲清节令与太阳运行的关系，建议修筑天文台观察日月星
辰。天子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便下令停修祭台，改修天文台，并任命“年”负责那里的工作。    阿
衡听说天子改了主意，生怕“年”把节令制订出来，便用重金收买刺客去杀“年”。“年”白天晚上
都在辛勤地工作，刺客难以下手。一天天，一月月，“年”不停地观测着，刺客于是改用箭来射杀他
。一天夜里，刺客登上天文台对面的楼顶，瞄准“年”放了一箭，这时忽起一阵大风，将箭吹歪，只
射到“年”的手臂上，“年”大叫一声。卫士赶到，急忙去捉拿刺客。捉住刺客后，顺藤摸瓜，又揪
出了后台阿衡，天子将两名罪犯一并处决。    带着伤的“年”仍不停地工作。不知过了多久，节令终
于制订出来了。上报天子，天子十分高兴。“年”说：“旧岁已尽，新春开始。开始之日，应有个名
。请天子赐个名吧。”    天子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他看了看眼前的“年”，此时“
年”因劳累过度，头发斑白，便又说：“制订了节令，你劳苦功高，又险些丢了性命，为了表彰你的
功劳，这一天也叫‘年’吧。”    从此“春节”和“年”就相提并论了。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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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民和赵旭编著的《民俗故事》内容介绍：“民俗”是历代人民相传已久而形成的风尚与习惯。读民
俗故事，开头总有这么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正是这一句，把我们的心带入远古的历史，让我
们窥探民俗是怎样发生的，最初的形态如何。细细想来，民俗这种看似形式的东西，却蕴涵着华夏的
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人没有精神，会堕落为动物；民族失去精神，便会集体沦落为奴隶。想想这是
多么可怕！所幸中华民族的精神永存！这精神有如阳光，照耀着民俗故事这一方天地，让人感到人性
的可爱与温暖；这精神又如彩虹，反射着华夏各族人民优美的心灵，把民俗故事装点得分外绚丽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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