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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

丰国需，男，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区九届、十届政协委员，1955年7月出生。现为浙江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余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

愿与故事携手到白头
——记民间文艺家丰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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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话说，丰国需是一个“新塘栖

人”。他是 1971 年因“上山下乡”才来到了

塘栖的，但从此便在塘栖“生根、开花、结

果”了。在塘栖这个底蕴深厚的江南古镇，

他开始爱上民间文学，并从 1974 年开始写

故事，四十多年来，干一行，爱一行，扎根塘

栖，辛勤笔耕，掌握了过硬的业务水平，成

了国内文学界知名故事作家。几十年来，他

以塘栖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新

故事作品，先后在《故事会》《山海经》《民间

文学》等国内知名故事刊物上发表故事作品

500 余篇，并有近 200 篇作品获得各类奖

项。公开出版了《丰国需故事选》等五部故

事集，其中《戏外戏》被四川人民出版社收

入“百年百部故事经典”；《江南猫王》《神秘

的古钱币》先后被中国工人出版社和广西师

大出版社列入“中国好故事”；还出版了《推

开新故事创作之门》的故事理论书籍一部。

丰国需的故事作品及他对余杭故事作出的

成绩曾连续七届荣获“余杭文艺奖”，2009

年，其新故事作品《看一眼一百万》被中国

文联和中国民协共同授予“第九届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

丰国需觉得，是塘栖这个文化底蕴深厚

的古镇养育了他。因而这些年他一直在笔耕

塘栖，用来回报古镇对他的养育。几十年来，

他走访了塘栖各个村落，走访了数以百计的

老人，积累了大量有关塘栖的口述资料，先后

出版了《塘栖风俗》《塘栖传说》《品味塘栖》、

《吃在塘栖》《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等多部

书籍，还参与了《运河村落的蚕桑记忆》一书

的编写。目前，《塘栖非遗》《老古话》《塘栖捕

鱼口述史》等都已列入他的创作计划，并且正

在积极地笔耕之中⋯⋯

立塘栖，43年发表故事500余篇

曹国伟 孙燕华曹国伟 孙燕华

随着岁月的流逝，丰国需已年过花甲。

虽然与故事“白头到老”的热情不变，但他的

工作重心开始慢慢地转移了⋯⋯

近十余年来，丰国需业余时间把主要精

力放在了辅导故事爱好者写故事、讲故事上，

放在了带徒弟、带学生上。他不但利用互联

网带出了各地的学生，而且还在余杭带出了

一帮写故事、讲故事的弟子。余杭连续四届

在“中国（浙江）廉政故事大奖赛”上取得不错

的成绩，很大一部份获奖者都是在他的辅导

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徐永革创作的故事多次

荣获全省故事大赛的一等奖；学生孙惠华在

2007 年首届中国故事节上演讲故事被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故事家”称号；学生

詹海洁在 2016 年浙江省首届民间故事会上

演讲故事被浙江省民协授予唯一一个“浙江

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丰国需始终认为，万紫千红才称得上是

春色满园。所以，他要培育新人，让余杭这

个“中国故事之乡”不断出现更多更新的故

事人才。

从 2013 年起，他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

带着一帮学生，每月二次在区图书馆讲故事，

举办“美丽洲故事会”。余杭人写、余杭人讲、

余杭人听，使余杭这故事之乡后继有人。从

2015 年起，在区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丰国需

又带着一帮学生和朋友，将“乡村故事会”讲

进了全区的农村文化礼堂⋯⋯

丰国需热爱他的故事事业，欲与故事“白

头到老”，这既是他的承诺，也是他的行动。

节假日里，他不是在讲故事就是在采风，不是

在采风就是在帮学生改作品，默默地敬业奉

献⋯⋯

丰国需几十年从事故事创作和故事讲

述，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2014年，中央民

族大学博士生王曼丽的博士论文就以丰国需

为研究对像，经过长期跟踪采访，写就了她的

博士论文《从传统故事讲述人到现代故事家

——丰国需故事讲述研究》。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敬业的丰国需在

耕耘着，奉献着，同时也在收获着⋯⋯

育新人，
弟子的“故事”春色满园

讲故事，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

族文化。丰国需从小听着故事长大，非常热

衷于讲故事，心中有一种故事情节。1991年，

丰国需在塘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故事沙龙

“塘栖故事沙龙”，联络并组织了镇上一帮故

事爱好者写故事、讲故事，坚持每月活动两到

三次，曾引起了国家级刊物《民间文学》的关

注，被誉为“全国故事沙龙的代表”。这个沙

龙走出了一大批故事作家，在国内故事刊物

中，都有其成员的故事作品发表。2002 年 5

月，丰国需与时俱进，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

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故事专业网站，将故事讲

到了互联网上。同年10月，丰国需依托故事

派对网站，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新故事创作网

络培训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故事创作人才。

从2006年起，丰国需借助了故事派对网

这个网络平台，配合余杭区纪委连续搞了四

届中国（浙江）廉政故事大奖赛，将故事这古

老而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结合了

起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赛三年一届，至

今已经举办了四届，使得廉政故事成位了余

杭的一个品牌，在国内故事界广受关注。

为打响余杭故事的品牌，2006年丰国需

提出申报“中国故事之乡”的建议，在区文联

支持下，丰国需起草了申报资料，策划了相应

活动，并成功取得了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大力支持。2017 年 1 月，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派出专家组来余杭实地考察验收，并于

同年3月12日发文，命名余杭为“中国故事之

乡”，同时挂牌“中国新故事创作基地”，为余杭

赢得了两块响当当的国字号文艺品牌。

讲故事，创“中国故事之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