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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甘肃省委、 省政府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动员令刚刚发

出， 承载着民族思想精髓、 智慧基因和文化成果的 《华亭曲子戏》 就要出

版了， 可谓 “好事天成， 恰逢其时”。

《华亭曲子戏》 是保护、 传承、 展示和发展华亭地方文化， 科学引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践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工程， 落实国家

以文化为主题的发展平台的具体行动， 对促进华亭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推

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加快建设小康、 和谐、 文明、 生态华亭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传承了四五百年的华亭曲子戏不仅是首批国家级 “非遗” 项目， 也是

中华戏曲文化的瑰宝之一。 华亭曲子戏以古陇山文化为背景， 与元明杂剧

同时诞生， 它犹如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家碧玉， 顶着封建帝王 “文字狱” 的

封杀威胁， 面对经济拮据的尴尬处境， 一路小心翼翼地走来。 我们实施的

“非遗” 项目 “一书一盘” 工程是对它最大的呵护和鼓励。

把编辑出版 《华亭曲子戏 》 放在实施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1313” 工程的大背景下， 就是要做好文化的传承， 弘扬其所承载的价值

观。 文化的传承核心是价值观的传承。 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华亭曲子戏在鼎

盛时有多少剧目， 但就现在搜集到的八十余个剧目看，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 华亭曲子戏博物馆所陈列的是一尊尊有血有肉、 特色鲜明的人物形

1



象。 除了大家十分熟悉的赌棍张连 （《张连卖布》 中的败家子 ）、 尧婆

（《研磨》 中的婆母）、 曹老二 （《砸烟枪》 中的大烟鬼）、 孙二 （《怒沉百宝

箱》 中的见利忘义者） 这些家喻户晓、 为社会所不齿的 “坏人” 外， 也塑

造了一大批散发着优秀品格魅力的 “好人”， 如 《刺目劝学》 里深明大义

的李亚仙、 《小姑贤》 里心地善良的小姑、 《白猿盗桃》 里的孝子白猿、

《冯爷娶小》 里助人为乐的冯爷、 《黑访白》 里嫉恶如仇的敬德、 《王有

道赔情》 里知错就改的王有道等， 这些人物多以社会普通人物为原型， 他

们身上被赋予了老百姓对人生的不同理解： 有的集中、 夸张、 放大了老百

姓好赌、 偏爱、 重利、 涉毒等不良习气， 塑造成众人恶之骂之的反面道德

典型； 有的弘扬互敬、 互助、 善良、 淳朴的优良品质， 教育、 引导人们直

面人生， 突出传统道德的主旋律； 有的总结了人生的经验教训， 如 《两亲

家打架》 《钉缸》 《算卦》 《告斧头》 《洞宾戏牡丹》 等。

华亭曲子戏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有效传承， 给我们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 煤城瓷镇现代文化要着力塑造一批闪烁着时代光彩的普

通人形象， 树立起时代标杆； 要着力创新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

体， 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要着力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多元文化的结合点， 使我们的文化更有感召力。

华亭曲子戏的音乐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华亭曲子戏的精华

所在， 极具研究价值。

在占尽天时地利的今天， 让我们用智慧和力量， 全力铸造华亭文化光

辉灿烂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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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国宝” 世代相传

《华亭曲子戏》 即将出版发行了， 是我县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成果。

2006年， 国务院向社会发布华亭曲子戏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

保护项目之一。 从那时起， 挖掘、 整理、 抢救华亭曲子戏就被纳入到法律

保护范畴， 被提上了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日程。 华夏文明创新示范区建设

工程对 “非遗”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施 “一书”、 “一盘” 项目成

为政府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本书的出版发行具有

里程碑意义， 它的问世结束了华亭曲子戏几百年来口传心授的传承历史，

进入了图文并茂、 声影同步、 情景再现的电子传承时代。

华亭县历史悠久， 遗产丰富， 民间传说、 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 谚语

寓言、 花儿刺绣、 砂陶工艺、 节令民俗等， 一项为国家级 “非遗” 项目、

三项为省级 “非遗” 项目、 十项为市级 “非遗” 项目、 十二项为县级 “非

遗” 项目。 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遗产瑰宝， 是华亭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更是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我们有义务、 有

责任保护好它们， 开发好它们， 发展好它们。

《华亭曲子戏》 一书的出版发行， 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开了个好头， 我们要继续动员全县文化工作者再接再励， 不懈努力， 整理

出版更多的 “非遗” 项目书籍和光盘。 我们更要进一步加大文化投入， 增

强政府对文化的推进力度， 表彰奖励一批优秀文化工作者， 确保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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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 推进 “国宝”、 “省宝”、 “县宝” 以及各类优秀民族文化世

代相传、 有序发展。

目前， 国家政府部门及其他省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多采取如下

措施。 首先， 要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构建科学有

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提高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充

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化、 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 增强民族凝聚力、 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 要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

用、 传承发展的原则， 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防止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误解、 歪曲或滥用。 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 采取有力措施， 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 尊重和弘扬。 再次， 要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 形成合力， 长远规划、 分步实施， 点面结合、 讲求

实效的工作原则， 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 数

量、 分布状况、 生存环境、 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切实弄清楚本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别和形态、 蕴藏情况、 流布地域、 传承范围、 传承脉

络、 衍变情况以及采集历史。 再次， 要通过细致专业的工作， 发现承载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的讲述者、 传承者、 表演者， 从他们的讲述或表演

中记录、 采集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 此外， 要通过调查研究，

记录或录制流传了千百年、 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 甚至影响着民众生活

和群体社会的各类民间作品和民间技艺， 以及岁时节日、 庆典仪式、 风俗

习惯、 民间信仰等民俗事象； 要运用文字、 录音、 录像、 数字化多媒体等

各种方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 系统和全面地记录， 建立档案和

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 我县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华亭曲子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结合本县实际， 制定了以下措施： 一、 建立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

系，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分级保护； 二、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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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保存和传播，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三、 加强

领导， 落实责任， 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 由县文广局牵头， 建立华亭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统一协调全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 四、 广泛吸纳有关学术机构、 高等院校、 企事业单位、 社

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 充分发挥专

家的作用，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总

之， 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有华亭特色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使我县珍贵、 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传承和发扬。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让我们以 《华亭曲子戏》 出版发行为契

机， 开创华亭 “非遗” 保护乃至全县文化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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