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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前言

福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八闽都会，自然风光优美宜人，人文历史积淀深厚。据《史记
》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立福州文明史的开端。据
昙石山等考古遗址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在今日闽江两岸就栖息着福州人的先祖，他们“以渔猎山
伐为业”，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论是生生不息的闽越先民，还是千里跋涉迁徙而来的中原人，
一代又一代，怀着希望，寻着梦想，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不屈不挠，开拓进取，擎起了一片东南胜
景，使福州以海滨邹鲁、文化名城而享誉神州大地。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的流水也沉积下许许
多多难忘的记忆。一个城市找出几处有价值的人文景观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福州这样拥有如此丰富
而厚重的人文景观则不容易；一个城市找出一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并不难，但是要找出像福州这样有着
深邃而博广的民俗文化体系则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要找出她独特的、蕴涵丰厚的人文积淀
并不难，但是要找出能延续到今天，不断传承、丰富、超越、创新的人文，则不容易，这就是福州民
俗文化的价值。2001年5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李乡浏、曾意丹、徐鹤苹、潘
群等撰成“福州民俗文化丛书”一套八种出版。作者们用历史考证者和现实感受者的眼睛，考察历经
数千年沧桑岁月的闽都，感觉民风，体味民情。用开阔酣畅的笔墨，呕心为文，大度而峻厉，本色而
瑰奇。这种挖潜意识，绝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一种狭隘的地域偏好，而是对闽都文化的重
新认识和开拓，一种审美意识中蕴含着历史意识的苏醒。民风与地理的辉映，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自
然与人文的交错，既是历史的泼墨，又是都市的写意。这无疑是造福福州人民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
文化工程。该丛书出版之后，得到海内外福州人的普遍欢迎，一版再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福
州一批经过数十年的跋涉与研究的民俗专家，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挖掘和复原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民俗
，形成了许多的新资料、新成果。因而修编、扩容、再版呼之欲出。这次重编的“福州民俗文化丛书
”，包括《福州习俗》、《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地名》、《福州熟语》、《福州老行
当》、《福州民间故事》、《福州地方神》等八种，宕开一笔，是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表达福州独
特的民俗文化，再度填补都市记忆的空白。该丛书绝不是旧史料的堆集，它着眼当今科学发展的大背
景，以历史文化名城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互相参照，建立起该丛书的时空坐标，以图文凸现历史悠久
的闽都文化。编者的视角相当阔大，焦点十分清晰，多维的视线角度、沉淀的文化底蕴，将福州古朴
的街巷、繁华的市井、独特的民居、醇美的风俗、奇异的掌故、悠远的遗迹、近代的建筑以及文化的
传承都真实、直观地介绍给世人。编者对文字与图片的精益求精、掌故的入微研考，也用心良苦，既
有客观史料的呈现，又有学术观点的阐发；既有内在的叙述张力，又有丰赡的感性细节，而且兼顾资
料性与艺术性，使之成为可供欣赏、研究和收藏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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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内容概要

《福州民间故事》内容简介：福州流传着许多奇异、生动的民间故事，充满神奇的想象和夸张，极富
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保留了人民群众朴实、生动的语言表达习惯，特别是故事中许多方言词语弥漫
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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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作者简介

方炳桂，福州凤岗里人。酷爱福州乡土文化，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现任福建福海文教基金会会长。从
事民间文化研究50年，被授予“福建省民间文化优秀传承人”的荣誉称号，著作有《福州老行当》、
《福州熟语》、《乌龙江传奇》、《名城的记忆》等13部，150万字，获福州民俗文化“活化石”的美
誉；福州电台“左海乡音”特邀主持人，福州电视台“方老讲古”栏目主讲，积极传播传统和现代文
明，在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林国清，福州人，作家、副编审、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长期从事
福州乡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著有《严复》、《严复的故事》、《闽王演义》，主编或参与主编《福
州景观》、《福州郊区志》、《福州寿山石志》等，与人合作《八闽掌故大全》、《福州掌故》、《
三山揽胜》、《福州建新镇志》等，同时撰写有《海军上将陈绍宽》、《萨镇冰传奇》、《朱熹在亭
江》、《少年严复》、《黄乃裳传奇》、《林纾与茶花女》等长篇或中篇作品，或在各报刊发表，或
在电视公司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另写有乡土短文约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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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书籍目录

序前言经典故事郑唐传女神陈靖姑甘国宝传奇贻顺哥烛蒂龙凤金耳扒闽都传奇榴花洞姻缘开闽王拜剑
定乾坤皇后宰相陈金凤吴瑶琴金蝉脱壳缺哥望小姐荔枝换绛桃方广岩蛇娘恋书生蛇郎哥破镜重圆水蛙
精水遁招灾柳七娘与罗星塔叶向高救灾市井传说王成龙别气李登官卖（女么）尚书庙躲债情殉双抛桥
桐油煮粉干林则徐少小应对马铎一日君此地能补天乡人乐道孝义巷葛秀才巧对相思联曹学俭与徐五思
儿亭与惨恻桥郑性之的传说螺洲与螺女江乌龙江的由来一字救万民鳝溪与白马王桂香街和梅仙街的传
说塔头街的传说韩克忠与与韩月娘泰山爷娶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酒神吴颜爷下渡尾迎神陈修园和狗
皮膏药皇帝要吃公鸡蛋黄瓜井里孝顺鱼林汝光度鸡度鸡口乾隆帝田黄石祭天日溪皇帝洞哑巴登基王法
助断旨造桥许悠罚添油朱元璋夜宿芙蓉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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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章节摘录

第二回 言四句夫人瞑目 对对子先生倒霉前一回说郑唐题藏头诗戏弄财主钱坤，为乡里人出了一口气
，使他锋芒初露，名声日大。但是他仕途不畅，自十九岁那年县试中了秀才后，乡试就没了名，原因
是他考试时很快把考卷写完，然后在卷末写诗画图，主考官看了十分生气，郑唐也不买账，从此他无
意功名，娶了妻室。妻陈氏十分贤淑，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郑淮，老二郑济。四口之家的吃穿靠
些微祖业，坐食山空，这常令郑唐感到苦恼。一天，郑唐听说当任福州太守的夫人死了，但不知为何
“死不瞑目”。太守请来道士、僧尼，做法术、念经都做尽了，夫人总是不肯闭目。郑唐听了笑道：
“这有何难，待我去说几句话，保证夫人瞑目。”有人告知太守，太守正束手无策，听说有人能使夫
人瞑目，遂遣人将郑唐请来。“太守大人，晚生郑唐有礼了。”郑唐施礼毕，太守即命衙仆赐座递茶
，客气地说：“郑先生有何良策，请速指点。”郑唐来之前，早已将太守的家境及夫人的添养底细摸
得一清二楚，便叫太守取来文房四宝，题了四句诗：“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
含泪眼，恐教儿子着芦花。”题罢即教太守搓揉夫人双目，少顷目闭。太守此时号啕大哭，厉声呼道
：“夫人啊！原来你虑及下官再娶，儿子受苦，’下官终身不续娶，请夫人放心。”呼毕转身对郑唐
千恩万谢，命衙仆取银二十两酬谢。各位，你道郑唐有什么本事？其实“光棍（骗子）一重膜，捅破
渧沛落”。他听人说死人不瞑目，用手搓揉即可奏效，太守不知这常识，才使郑唐白赚了二十两白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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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后记

乘“福州民俗文化丛书”再版的东风，《福州民间故事》应运而生了。这是闽都民间文化界值得庆贺
的一件盛事。《故事》的问世，首先是闽都传统文化市场大环境变化的结果。“丛书”出版十年来，
正是国家不断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十年。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连续采取了保护修
复三坊七巷、宣传历史文化四大品牌、评定福州十大名片，以及发动群众对福州的城市精神进行表述
，积极推荐省、市乃至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重大举措，大大提高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广大
读者对“丛书”的需求量也因此而大大增加了。编委会讨论再版“丛书”时，一致意识到过去“丛书
”中无《故事》是一大缺陷。这一认识一经提出，立即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刘亚
忠副社长最先提出了编撰本书的基本要求和框架设想，并自始至终指导征稿和编辑工作。本书“闽都
传奇”中的部分故事和“经典故事”中的《女神陈靖姑》都曾在《东南快报》上连载过。值此特向《
东南快报》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过本书出版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编人本书的故事仅是福
州民间故事中稍具代表性的一小部分，可谓挂一漏万，整理时出现的谬误也在所难免，值此，祈望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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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编辑推荐

《福州民间故事》：福州民俗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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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间故事》

精彩短评

1、快递真的很迅速~~ 东西也是物美价廉吖~~
2、很好,跟书店看到的完全一样,想买很久了,跟新华书店的相比便宜不少.
3、书字数多，内容很充实，富有福州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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