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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的民间故事图书，似乎总给人感觉
又土又呆，满篇大道理，这样的书孩子怎么会爱
读？比如童话，人们想到的大多是《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外国的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果真如此不堪吗？

德国《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这个故事大家
都听过，讲的是一个小女孩——灰姑娘受尽后妈
和两个姐姐的虐待。一天，灰姑娘参加舞会，在那
儿，她遗失了一只水晶鞋，王子通过水晶鞋找到
她，并与她结婚了。后来，这种在全世界流行的著
名故事，被称为“灰姑娘”型故事。到1951年，瑞典
民俗学家罗斯收集到的各国“灰姑娘”型故事大约
700篇，而在中国，“灰姑娘”型故事就有100来篇。

在全世界的童话故事中，“灰姑娘”型故事也
许可以算是最著名的了。可是，在这么多“灰姑娘”
型童话故事中，到底哪篇故事是世界上最早的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答案居然是中国的《叶限姑娘》。
唐代段成式（803-863）所撰笔记小说《酉阳杂俎》
即记录了这则故事，它比西方世界最早的“灰姑娘”
型故事早了700年，比德国的《灰姑娘》故事早了
1000年。所以《叶限姑娘》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
界民间故事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叶限姑娘善良、纯真、勤劳，富有爱心，所以
她得到了神奇力量的帮助，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
传统的朴素价值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
果比较一下《叶限姑娘》和《灰姑娘》的价值取向，
则会有更多的发现。

两者虽然都是“灰姑娘”型故事，但德国版
《灰姑娘》的女主人公总是被动地等待和幻想，一
副娇弱无助的形象，最终迎来一个简单的公主王
子式结局。而中国版《叶限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叶
限则通过主动保护金鱼并收藏鱼骨（表现了叶限
的善良、纯真、勤劳、爱心）而得到神奇力量的眷
顾，最后叶限劝诫其丈夫——国王不要过于贪

婪，国王不听，并受到惩罚。哪个故事对孩子更有
启发、更有意义呢？不言自明。

类似的世界著名类型故事中国还有很多：
《蛤蟆孩儿》《熊家婆》《田章》《枣孩》《木鸟》……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民间故事的“海洋”，可是从
流布传播和社会认同来看，“酒香也怕巷子深”，要把
精彩的中国民间故事讲好，让孩子爱听、爱读，作为
一名出版人，深感责任重大，亟须创新再创新。

我国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非常丰富，且极
具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采石补天、神农尝百草……这些优美的神话
传说不仅滋养了我们稚幼的心灵，而且为我们认
识世界、理解世界、探索世界提供了一把智慧的钥
匙。《叶限姑娘》《狗耕田》《七仙女》等故事，富于幻
想，又饱含人生智慧，给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成
为我们憧憬未来、创造生活的力量源泉。

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先生曾说：“从民间文学
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依托《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以儿童彩色绘本的形式展示
和讲述中国故事，满足孩子们的多重需求，保护
和滋养孩子们的好奇心、探索力、想象力，相信必
将唤醒和焕发中国民间故事的生命力。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办、国办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首批十五个项目之一，计划出版 1000 册，每
册100万字左右。《大系》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
组织实施，中国文联出版社负责出版，除了编纂
神话、传说、故事等12个门类的文库本，还将出
版民间文学的系列读本，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儿
童绘本、小学读本、初中读本、高中读本等等。

考虑到本文开头所述童话故事的现状，笔者
认为，《大系》拥有我国最权威、最全面、最完整的
精选故事集成，在此基础上出版“中国民间故事
绘图本丛书”，将专家权威与儿童特色有机结合，

兼顾故事的可读性与可视性，对于民间文学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当代少年儿童的成
长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刻不容缓。

首先，建立一支专业的故事编写团队，以共
同的志趣和理想，将我国优秀民间故事讲述给孩
子们，让孩子们享受和传承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
民族文化、生存智慧、生活情趣故事。这些编写者
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民间故事领域的专业研究，
对故事类型、故事文本非常了解，对讲述民间故
事的情境和语言把握有文本理论和田野讲述实
践的双重优势。同时，这些故事专业人员也为人
父母，他们了解孩子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他们
清楚应该用怎样的语言给孩子讲故事。

其次，建立当代民间故事绘本的美学风格，
由“80后”、“90后”画家共襄其事，将中国传统画
风与现代的漫画艺术相结合，以现代绘图艺术尽
情展现中国传统故事的意境与风骨。插画师要有
意愿、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去传承和创新我们
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既能体现中国文化，又
有国际视野，由此也挖掘和培育中国民间故事绘
本风格的新一代绘者。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此类
丛书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要积极进行推广传
播，进入幼儿园、小学、图书馆及公共服务平台，
使它的使用价值落到实处，在保护、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将做出贡献，为当代少年
儿童的成长提供精神滋养。

故事虽小，影响却大。希望今后在说起童话
故事时，中国孩子也能想到《叶限姑娘》《田螺姑
娘》《燕子报恩》《九色鹿》……既有传统厚重感，
又有现代时尚性，既具国际视野，又不乏中国风
骨，以民间故事为代表的中国童书在国际上的交
流和沟通也将得到加强。

（据《中国艺术报》）

●公民心声

为孩子讲好中国的民间故事
苏晶

中国古代皇帝自唐朝以降，大都有了
庙号。什么是庙号呢？《辞海》里解释说：

“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
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简言之，
庙号就是后世对这个君王的评价。譬如，
凡是王朝的开创者庙号大都是太祖、高
祖，第二任皇帝则大多庙号太宗，这些是
固定的。接下来皇帝的庙号就有些意思
了，譬如神宗。

庙号神宗的皇帝一共有四位，除去较
小王朝的皇帝外，著名的是宋神宗赵顼和
明神宗朱翊钧。庙号为“神”是什么意思呢？
据记载：“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
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
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
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
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一个很想有所作为
的皇帝，但从某种程度上，他的有所作为又
葬送了北宋。这是怎么回事呢？宋神宗即位
之时，宋朝积贫积弱，对辽国和西夏战争胜
少败多，不得不以岁币换和平。宋神宗力排
众议，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无奈这两位主

将都有性格缺陷，王安石绰号“拗相公”，一
点听不进反面意见，而宋神宗关键时刻临
阵退缩，惧怕所谓的“天变”。终于变法失
败，但变法后遗症却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神
宗以后朝政开始了新旧党争，北宋王朝在
腐败的深渊里泥足深陷。

无独有偶，明神宗朱翊钧也曾是个想
有作为的皇帝。他十岁登基，由大学士张居
正辅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以一条鞭法使明
朝重新富强。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一改对
这位老师言听计从的态度，疯狂地对其进
行秋后算账，致使明朝在中兴的道路上又
开始倒车。更让士林大跌眼镜的是，这位皇
帝还自我“下岗”，三十年不上朝——不郊、
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成了著名的

“六不做”皇帝。别看皇帝正事不干，却忙着
沉湎酒色、与民争利、乱封滥赠、挥霍浪费，
张居正打下的那点根基被彻底铲除，明朝
走上覆灭的不归路。有人说明朝实亡于神
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两个神宗其实一点都不神，而且还戴
臭了“神”这个庙号，之后的清朝再没有皇
帝敢戴这顶帽子了。

●煮酒论史

宋神宗与明神宗
张天野

每次拿到年度体检结果，总会难受几天。人到中年，就
会进入亚健康状态，体重早就超过标准，随之而来的不外乎
高血脂、脂肪肝等症状。看着隐隐隆起的腹部，再看看那些健
美人士的马甲线，心中顿时无限向往。于是乎，我就会开始疯
狂地锻炼，譬如快走、骑行和俯卧撑等，每次出身汗，的确很
舒畅，但腹肌却迟迟不肯在我身上呈现。我只得告诉自己，坚
持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不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的家人。

现代人以平坦的腹部为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却追求
隆起的小腹，这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就有体现。艺术史学家
海因里希曾描述过这一现象：“15世纪，人物的腹部总是被
画成胀鼓鼓的样子，往一旁坠着，它本身并不美……”海因
里希认为它并不美，但显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一种美。

欧洲是这样，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大腹便便一度被认为
是富态。这在兴盛于清代乾嘉年间的绵竹年画上也有体现。
绵竹年画原称为门神画，门神是祈福纳祥的艺术，寄托着人
们的质朴希望。门神有武门神和文门神之分，然而不分文
武，绵竹年画中的门神都是大肚腩。至于那些年画童子，则
一个个都是胖嘟嘟的手臂，肥嘟嘟的脸蛋，活脱脱就是一个
个的小胖墩。

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古代物质生活远不如今天富足，只
有富人能吃得又饱又好，丰腴的身材象征着富足，隆起的腹部
象征着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富足的当然是美的。所以，文艺
复兴时期的男装流行过“鹅腹”——用材料填充腹部使之隆
起，换句话说，文艺复兴时人想尽办法都要给自己搞一个富足
美丽的小肚子。至于年画中的胖子，大抵也是此类意思吧。

可见，以什么为美，还得看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今我们
在大街上走一走，估计很多老人都会生气，不少年轻人都穿着
破洞牛仔裤。就算裤子破了，那么也应该打上补丁，这样才能
延长裤子的使用时间。对于我们这些“60后”、“70后”来说，儿
时都穿过补疤衣裳，裤子的膝盖处和屁股处最容易磨破，那么
家里的大人就会及时地打上补丁，这样就不会露肉了。

但是老人们不明白，现在是以破唯美的时代。从外观上
来说，本来就更适合休闲场合的牛仔裤，多几个裂口、破洞，
也是种装饰，原本单调的牛仔裤看上去会别具一格。但近年
来的牛仔裤有愈发破烂的趋势，这就有些像乞丐装了。其
实，破洞牛仔裤并不能代表着什么时尚或叛逆，它不过就是
美国嬉皮士文化的一种翻版罢了，迟早会被主流文化抛弃。

最近，在抖音等小视频平台上，“面筋哥”的歌声似乎挺
火爆。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唱着含混不清的歌词，也难怪
在选秀节目中，评委韩红会生气地让“面筋哥”滚出去。因为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咬字吐字这关都过不了，还有什么前
途。但流浪歌手“面筋哥”凭着对歌唱的执着，确实火起来
了。该火的没有火，不该火的却火了。不过有时候大众喜欢
的，并不代表着美，他们只是看腻了学院派歌手的程式化表
演，想换换胃口而已。

●思想者营地

以何为美
彭忠富

关于面孔，我没
有研究过。但我见过
各种各样的面孔：有
悲伤的，有高兴的；有
狡黠的，有忠厚的；有
丑的，有俊的。这些面
孔让我感触良多。

小时候读书时，
有一次上图画课，老
师要我们画人的头
像。我画了一个小姑
娘，头上扎着两根羊
角辫，圆圆的脸蛋，弯
弯的眉毛，张开小嘴
笑着。老师表扬了我，
说我画的小姑娘阳光、纯真，给人一种温
暖的感觉。我很高兴，于是这个小姑娘的
面孔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时光折叠，我的阅历越来越丰富，可
我对面孔的认知却越来越迷惘。走在街
上，一张张面孔迎面而来：有的目不斜
视，一脸冷漠；有的左顾右盼，满面春风。
我不明白，同样是血肉组成的器官，为什
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反
过来，这句话也可以变成“人面不同，各
如其心”。其实，人的内心世界，总是“写”
在脸上，从一个人的面孔上，可以看出这
个人人品的高低。

忽然想起一副面孔来。这副面孔的
主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他虽然住在
同一个城市，平时却很少见面。去年，他
忽然来到我家，提着水果，带着笑脸。我
很感动，也有点疑惑。果然，他说他买房
子还差三万块，要我帮帮他。我看着他的
笑脸，没有力量拒绝。他接过我的钱，脸
上绽开了一朵“桃花”：“哥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一年之内还你。”有这一句话，加
上他脸上那朵“桃花”，我心里踏踏实实。
转眼一年过去了，他没还钱给我。我怕他
忘了，打他电话。他说太忙，答应过两天
还钱给我。两天后他果然来了，不过没带
钱来，只带来一句“再过一个月一定还”
的话，还有一副不冷不热的面孔。又过了
一个月，还是不见他来还钱，我打他电
话，他不接。再打，他手机关机了。我赶紧
去他家。他看到我，脸上好像落了一层寒
霜，说：“不就三万块吗？这样追着要，怕
我还不起啊！”

我愕然：怎么借钱时满面笑容，还
钱时一脸冰霜？唉，原来这是一副会变
的面孔。

人有一种共性，都喜欢好脸色。可若
是运气不好，有时会看到不好的脸色。如
果说会变的面孔让人寒心，那么，还有一
种面孔，则会让人痛心。

今年，我妹妹买了套新房，因为她不
在家，要我到某单位代她办手续。我到某
单位时，大厅里人不多，一个年轻的女工
作人员一脸严肃地端坐在电脑前。我走过
去，把准备好的资料和钱放到桌子上，用
讨好的口吻说：“美女，我代我妹妹办事。”
女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双眼盯着电脑，好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我又小声
地提醒：“美女……”她头也不抬，冷冷地
说：“把资料和钱放到我桌上。”我很意外。
两个桌子呈“7”字型摆放，她坐在“7”字弯
里，那一横是她的工作台，资料和钱放在
那一竖上，她只要一抬手就可以拿到，可
她却偏偏要我把这些东西放到她面前。没
办法，我只好踮起脚尖，伸直手臂，把资料
和钱放到她面前。她收好钱，粗略地看了
一下资料，在电脑上敲了一阵，打印出一
张纸，随手丢到面前的桌上，和旁边的一
个工作人员聊起天来。我等了一会，忍不
住问：“美女，好了吗？”她白了我一眼，还
是面无表情，说：“票就在桌子上，你没长
眼睛吗？”我这才知道，原来已经完事了。
我把腰弯下去，再弯下去，费力地拿起那
张纸，“逃”出了某单位。

走在路上，我的心里难以平静：那么
漂亮的面孔，自始至终，怎么就不见一点

“阳光”呢？唉，真是一副冷酷的面孔啊！
正生气，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身后响

起：“叔叔，你刚刚交钱的时候掉了一百
块钱。”

我回头，只见一个小姑娘举着一张红
色的钞票站在身后。她头上扎着羊角辫，
圆圆的脸蛋，弯弯的眉毛，正张开小嘴笑
着。好迷人的面孔！这面孔似曾相识，仔细
一想，这不是我小时候画过的面孔吗？

我想，若是人人都有一副小姑娘这
样的面孔，这世界该多么温暖。

（申云贵，笔名云静水闲，邵东县人，
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华精短文学学
会会员、邵东作家协会会员）

●
世
相
漫
议闲

谈
面
孔

申
云
贵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荷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