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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石嘴山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旧称石嘴子。

石嘴山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谓之古老，是因为它历史悠久，境内

远古文化遗迹遍布， 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一带活动。 进入文明时

期，北方一些游牧民族部落，先后以贺兰山与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作

为自己的家园，率先开发了这片热土。 秦汉两朝，北方游牧民族各部

势力退出“河南地”（今宁夏至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中央政府组织大

批内地移民至今石嘴山地区，进行屯垦戍边，因其繁荣富庶不亚于关

中，被称为“新秦中”。 廉县的设置，是市境内有正式行政建置的最早

记载。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战乱不息，匈奴部“贺赖种”和鲜卑“乞伏

部”就居牧于石嘴山一带。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在今平罗县姚伏

镇境内设定远县，后升格为警州，是石嘴山地区腹地设立的第一个地

方政权。 明代嘉靖年间，在石嘴山境内设平虏守御千户所，成为防守

宁夏北大门的要塞。清雍正二年（1724 年），在今石嘴山地区进行大规

模农业水利开发，增设平罗、宝丰、新渠三县，使石嘴山地区的农业经

济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清末民初，洋行贸易的兴盛，使石嘴山成为南

北通衢、商贾云集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

特标识。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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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

扬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

去。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造就一方的文化艺术。 石嘴山

地处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之处，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相互

辉映、共同发展，留下了历史与文明进步的深深烙印。 全市已确定的

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址共有 85 处，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交

融与荟萃之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

然资源，是前人和自然赐给石嘴山人民的无价之宝。 石嘴山不仅有着

悠久的历史，也孕育出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 正如民

谣所唱：

石嘴子山两头尖，

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

贺兰山是聚宝盆，

出的干炭赛黑银。

年种年收水浇地，

鱼米之乡赛江南。

宣传和推广石嘴山历史文化的精华， 向区内外展示石嘴山独特

的人文自然资源和优势，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各

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

空间，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而民间文化则是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里传

承、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言艺术，包括神话、史诗、谚语、谜语、

歇后语、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等。 由此可以看

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创作、记录、整理、沉淀和传



承的过程， 而民间文学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升华的精神层

面的一种文艺形式。 两者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石嘴山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在保护的基

础上，挖掘、整理、创新，从而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目前，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 2 项，

进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 9 项， 进入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有 31 项，进入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 22 项。

早在 2006 年，市上就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由主管

文化的副市长任组长，市财政局、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设在市文化馆，馆长

任主任，并由业务人员组成“非遗”部开展工作。 这对深入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嘴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研究系列丛书”之《石嘴山民间故事》《石嘴山民间歌谣》《石嘴

山民间谚语》《石嘴山民间歇后语 歇后语故事》辑录的全是原始的作

品。 这些在民间流传已久的作品，充满了质朴清新的气息，有些看似

不雅，但听着有趣、读来上口、饶有味道，非常亲切，能深切感受到优

秀的传统文化确实是根植在我们心灵的苍穹。 从这些通俗读物中，也

深刻领会到:越是地方的，越有特色。这套丛书对散落在民间的文化资

源进行收集整理，使其作为宝贵的精神文化产品，得到有效的保护、

传承和利用。 这是深度挖掘石嘴山文化底蕴，提升石嘴山文化内涵的

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优秀传统的文化，

正是为了繁荣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今天的石嘴山，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 已经从昔日的煤炭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独具特色的

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形成了以“五湖四海、自强不息”为核心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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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山精神，铸就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 政通人和，万象更

新。 编纂出版“石嘴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系列丛书”，正是

为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的新型工业城市起航扬帆。 这套丛书以独

特的视角，全面、系统、翔实地讲述了古今石嘴山的人文积淀，对石嘴

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可谓是一次全方位、集约式的宣传和展

示。 可以想见，这套具有非常重要的存史、资政、教化价值的文献，定将

助力石嘴山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之中，谱写出辉煌灿烂

的新篇章。

山清水秀石嘴山，天蓝地绿新时代。

祝愿石嘴山明天更美好！

石嘴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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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绳拴俩绵羊———谁也别想跑

一个鼻子两面子的脸———都得照顾到

一门心思学艺———不在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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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鞋子穿到两脚上———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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