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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积
累了大量珍贵的物质文化资源，最终形成了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发展、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有诗、词、赋、曲艺、建筑、戏剧、民俗、绘画、雕刻、烹饪、医药
、服装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少数民族的传统
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产生、发展的历
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已经深深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
血脉中。    综观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既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同时又不断
地对外来文化加以吸纳和创新。例如，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入的，但佛教传入中
国后，又不断地被改造，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影响了韩国、日本、朝鲜等近邻，而且也影响到东南亚、南亚等地的一些国家，
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由此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际
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长达两千多年，
中国传统文化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很深。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常常钳
制和禁锢文化学术的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封建糟粕。当然，任何一种传统文
化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期仍然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值得我们学习
和继承。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积淀，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本套丛书对
中国的传统思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节日风俗等内容进行介绍，让读者能够全面领略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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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民间故事》以中华民族悠久的民间故事为主线，运用生动朴实的语言详尽地介绍
了我国的民间故事，其涉及从古至今的传说、故事，选择典型的进行收录，归类清晰有条理。集趣味
性、知识性与文化性于一体。饱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民间故事》，犹如畅游浩瀚的中华民族文化长
河，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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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禹锁蛟龙 传说龙门山原先是一条阻挡黄河人海的恶龙。这条恶龙最小的孩子叫
做“蛟”。别看蛟小得像条七寸蛇，可它拥有的魔力大得能掀起三重浪。 恶龙挡河的时候，蛟就常常
盘在洪水的浪头上，使大水像猛兽一样吞没田地，伤害人畜。黎民百姓早就对恶龙、恶蛟恨之人骨，
人们一见发大水，就知道又是蛟在作怪了。韩城人还把遍地洪水叫做“平地起蛟”。 后来，禹王凿龙
门，把那条恶龙拦腰斩断了。恶龙临断气时，唤来了它那恶贯满盈的“蛟儿”，要它毁坏黄河河岸，
让洪水再次泛滥成灾，使禹王治水大业前功尽弃。蛟领会了龙父的恶意，暗藏在黄河滩的马蔺草中，
伺机兴风作浪。 六月到了，黄河又发大水。只见那黄色的恶浪滚滚向前涌去，奔流到海不复回。突然
间，河水掀起几丈高的巨浪，浪头却不再前进。本来由北向南流的河水竟然向东西两岸横冲直撞，直
冲得岸边的高土崖大块大块地向下坍塌。一片片良田、一个个村庄都被卷进了黄河水里，人畜死伤不
计其数，父老兄弟叫苦连天。 大禹和难民们一块儿站在黄河岸边。他望着眼前这凄惨的景象，脸上罩
满愁云。于是，他向身边的一位白须老石匠打听黄河崩崖的缘由。老石匠说：“一定又是那恶蛟在作
怪。”。 大禹向他请教制服恶蛟的办法。老石匠抬头一看，认出他面前站着的人就是万民爱戴的大禹
，便说：“您能治水，一定能镇住恶蛟。” 大禹一听，立即向老石匠深深一拜，说：“如果想要锁住
恶蛟，还需要您这样的当地人来帮助。” 老石匠也拜倒在禹王面前，说：“锁蛟之事十万火急，我愿
意献出石锁。”言罢，二人相扶同起，共同商讨锁蛟大事。 这时，虽然有了大石锁，但用什么缠缚蛟
身呢？要知道，那时的人还不会种麻合绳呀！正在犯难时，难民中有人说：“龙门山上长的葛条可以
绑蛟。”这话果然不假，后人还常用葛条抬大老瓮哩！ 大禹辞别众人，到龙门山请当地人割来葛条，
又命水手把木排放人黄河洪水中。他第一个跳上木排，带上十几名水性好的壮汉，乘风破浪，直奔恶
蛟掀起的几丈高的浪峰上。这恶蛟一见大禹带人破浪而来，气得像蛇吞了蛤蟆一样，肚子圆鼓鼓的。
它使尽全力，一甩尾巴，只见滔滔恶浪向大禹所乘的木排打来。恶蛟张嘴伸舌，正要伤害大禹，大禹
却利用靠近恶蛟的机会，抛出九十九条葛条，冷不丁把恶蛟缠绑得死死的。恶蛟还想挣扎，哪知葛条
被水打湿后，越勒越紧。这时候，黄河的巨浪便“哗”的一声退了下去。河岸不崩了，良田村庄保住
了。禹王和水手们把这作恶多端的孽蛟用大石锁锁在龙门出口河心的巨石上。大禹上岸后，要拜谢献
石锁的白须老石匠，却始终没再找到这位老人。他想这大概是山神显灵，便朝龙门山三拜九叩。 天长
日久，葛条腐烂，恶蛟便被锁着流人大海。后来，听人说蛟长成了庞然大物，但仍被锁在海底，这就
是古代小说中所说的“海底蛟龙”。 玉姑除黄龙 在很早以前，宁河龙溪河畔的乡民男耕女织，过着
安居乐业的美满生活。一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条大黄孽龙，作恶多端。它不是呼风唤雨破坏庄稼，
就是吞云吐雾残害生灵，把宁河一带搞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它还强迫人们在每年六月六日它生日
这天，献上一对童男童女、十头大黄牛、一百头猪和羊供它享用。如若不然，它就发怒作恶，张开血
盆大口，窜上村庄吞噬人畜，破坏田园。当地百姓对此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却没有任何办法。 龙溪
镇上，有一位聪明俊美的小姑娘，名叫玉姑，她下定决心：非除掉这条恶龙不可。有几次，她登上云
台观去找云台仙子求救，都没找着。她仍不灰心，继续去找。这天清晨，她又登上了云台观，仙子被
玉姑心诚志坚的精神感动，就现身在她跟前，指点她说：“离这儿千里之外有个鲤鱼洞，你可前去会
见一位鲤鱼仙子，她定能相助你。” 玉姑辞别云台仙子，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鲤鱼洞中，
找到鲤鱼仙子，说明来意。鲤鱼仙子对玉姑说：“你想为民除害，这是件大好事，可是你必须做好牺
牲的准备，你做得到吗？” 玉姑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够为乡亲们除害，消灭那条恶龙，哪怕是上
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我也心甘！”鲤鱼仙子见玉姑这样诚恳坚决，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朝玉姑
喷了三口泉水，玉姑顿时变成了一条美丽活泼的红鲤鱼。 红鲤鱼逆江而上，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游回了
家乡。这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清晨，她摇身变还原貌，见乡亲们已准备就绪：一对童男童女、十头大黄
牛和一百头肥羊肥猪。人们敲锣打鼓，宛如一条长龙向祭黄龙的峡口走来。而前面那一对身着红衣红
裙的童男童女，早已哭成泪人了。 黄龙见百姓送上佳肴，早已垂涎三尺，得意地张开大口。就在这千
钧一发之际，玉姑抢先上前，拦住父老乡亲们道：“大家在此等候，让我前去收拾这个害人精。”话
刚说完，她就纵身跳入水中，霎时变成一条大红鲤鱼，腾空飞跃，直朝恶龙口中冲去，一下蹿进它的
肚中，东刺西戳，把龙的五脏六腑捣得稀烂。恶龙拼命挣扎，使劲地翻滚，但无济于事，终于被玉姑
杀死了。可是，玉姑自己也葬身在黄龙腹中。 从此，宁河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人们为了纪
念玉姑为民除害，就在峡口半山腰上修起了一座鲤鱼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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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故事挺多个，涵盖内容多。很不错。孩子也喜欢看。
2、好书好书！给孩子买增长见识的，同时自己也受益
3、故事不错，小朋友很喜欢呢，发货速度总是这么给力，隔天就到了
4、实惠型图书，没有花里胡哨，也不贵。
5、了解中国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大爱
6、这个商品不错，挺好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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