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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伟 笔名 王 治 惟 , 回 族 , 生 于 1 9 5 7 年 6 月 , 宁 夏

同 心 县 人 。 博士 研究 生 。 先 后 在 宁 夏回 族 自 治 区 党委 办 公

厅 、 政 革研究室 、 宣传部工 作 。 现任 自 治 区 党委 常 委 、 银

川 市委 书 记 。 系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协会会 员 、 宁 夏 民 间 文 艺

家协会名 誉 主 席 。    

作 者 长期 致 力 于 民 族 经 济 与 文 化 研 究 。 出 版 有 专著

《 回族 民俗学概论 》 、 《 求真 集——源于 塞上 江南 的 理性思

考 》 , 合著 《 回 族 风 情 录 》 、 《 中 华 风俗 大 观 》 、 《 古 兰

径 概述 》 , 主 编 《 宁 夏社会 发展 战略研究 》 、 《 人格 的 力

量 》 、  《 让 宁 夏 走 向 世界 》 等 。 策 划 并 组织拍摄 《 苦泉纪

事 》 、  《 跨 越时 空 的文 明 》 、 《 唐 之韵 》 等 电 视剧 与 专 题

片 多 部 , 在 《 求 是 》 、  《 人 民 日 报 》 、 《 先 明 日 报 》 、  《 亚

太经 济时报 》 等 发表理论文 章 百余篇 。 曾 应邀赴土 耳 其 参

加伊斯兰 国 际文化学术 讨 论 会 。 获 得 过 国 家 “ 五 个 一 工

程 ” 奖 、 中 国 图 书 奖 、 中 国 民 间 文 学论著 一等 奖 等 。



  序

P r e f a c e

这个 书 名 很新颖 , 也 很贴 切 。    

说 它新 颖 , 不 光是 指作 者 把 “传 承 文 化 ” 这 个 概 念 用

在 回 族 民 间 文化遗 产研 究 中 , 使人 耳 目 一新 , 而且从文 化

传 承 的 角 度研 究 回 族 文化 , 也便 于 与 国 际学 术 界 的 沟 通

交流 , 便 于 回 族 民 间 文化走 出 国 门 , 自 立 于世 界 民族文 化

之林 。 近年 来 , 随 着 国 际学 术交 流的 扩 大 , “ 传 承文 化 ” 这

个概念 被越来 越多 的人 所接 受 、 吸 纳 , 尽管 在一些 权威 的

大型工 具书 中 暂 时还 找不 到界定 它 的 踪迹 。 回 族 传承文

化 , 照 我的 认 识 , 是 指 回 族数 百年 形成 过程 中 所流 传或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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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并继 承下来 的器 质 性文 化 、 精 神性 文化 和 制度 性 文化

的 总 和 , 当 然 也包 括 习 俗 、 传说 、 故 事 、 歌谣 这些 民 间 口 头

文化作 品 。    

说它很贴 切 , 也 是 从 这 个 意义 上 讲 的 。 书 中 每 个 习

俗 的 由 来 , 每个 传说的 起 源 , 都 是这个 民族世 世代代 流传

并继承 下来 的 文化 遗 产 。 说 它是 一 个 民族 的 传承 文化 ,

再符合 实 际不 过 了 。    

研 究 回 族 传承文化 还 是 一个 陌 生 的 课 题 , 本 书 为 我

们提供 了 打 开这扇 门 的 一把钥 匙 。 了 解和 理解一个 民族

应该从 哪 里人 手 呢 ? 我 看不妨 先从熟 悉和 理解这个 民族

的 传 承文化 开始 , 那些 深深扎 根于 民 间 的东 西 , 会 把你 带

人一个 神奇 的 境界 , 让 你 看 到 这个 民 族 的 文 化 底 蕴 。 如

果 浮光掠影 或走 马观花 , 是看 不 到 回 族 传 承 文化 的 真 实

内 容 和 内 部 情况 的 。 本 书读 来让人 感到 十分亲 切而又 真

实 , 那 是 由 于作者 就是一位 回 族学 者 , 对本 民 族的 传承 文

化非 常谙熟 , 所记 述的 内 容 无疑 增 添 了 一 份 真 实感 和 亲

切感 。 作者 长期从 事 回 族传 承文化 的 蒐集 整理和研究工

作 , 走 上领导 岗 位 以 后 , 对这 项 工 作也 没 有 放 弃 。 因 此 ,

它 向 人们 昭示 了 这 样 一个 道 理 : 民族 文化 研 究 与领 导工

作并 不矛盾 , 处理 得好 , 会相 辅相成 , 相得 益彰 。



说起 “ 实 录 ” , 我 想到 正伟 同 志其人 。    

上个 世纪 8 0 年 代 , 我突 然收 到 上海 文艺 出 版 社 的 一

个函 件 , 要 我 为该社 编 选 一 本 回 族 民 间 故 事 集 。 接 受 了

这个 任务之后 , 我 又 有点 犯难 : 作 为 历史 上第 一部 回 族 民

间 故事集 由 宁 夏有关 方 面编选 , 这是 好事 , 但 是 回 族 民 间

故 事 的 搜集整 理 的 现状 又 令 人 担 忧 , 一个突 出 问 题 是 面

世 的作 品 太少 。 在 这种 情 况 下 , 我 们 一 方 面 向 全 国 征 集

作 品 , 一方 面要 求 宁 夏 大学 中 文 系 的 回 族大 学 生 和 民 族

预科班 的 回族同 学利 用 假 期 回 乡 采 风 , 这 样 征 集 了 大 批

作 品 。 在这次 活 动 中 , 正在 读 大 学 的 正伟 同 志 搜 集 整 理

的 回 族 民 间 故事 最多 , 质量 最 高 , 当 时就产 生很 大影 响 的

篇 目 有 《曼 苏儿 》 、 《 赛 里买 的 故 事 》 、 《 米钵 山 的 传说 》 、 《铲

路 》 、 《 蜜枣 的 传 说 》 等 。 其 中 《 曼 苏 儿 》 于 1 9 7 9 年 5 月 6

日 在 《 宁夏 日 报 》 发表 后 , 被 改 编为 “花 儿 ” 歌舞 剧 , 先后 在

银 川 、 北京 等地演 出 , 一 时 名 声鹊 起 。 后 来 , 正伟 同 志 作

为 编者之 一 的 《 回 族 民 间 故 事 选 》 在 上 海顺 利 出 版 , 这是

回族 历史上 第一 部从全 国 范 围 内 征集 并选 编 的 回 族民 间

文 学集子 。



    “ 实录 ” 一 个 民族 的 传承 文 化 , 需 要 责 任心 和 吃苦 精

神 , 正 伟 同 志 就是凭 借这一 点 , 在这块 沃土上 辛勤耕 耘 了

2 0 余年 , 终于 结 出 了 丰 硕 的 果 实 。 他 的 第 一 部 专 著 《 回

族 民俗 学概论 》 具有填 补这 一领域 空 白 的 性 质 , 先后在 自

治 区 和全 国 范 围 内 获 奖 。 在 过 去 漫长 的 岁 月 中 , 很 少 有

人 涉足 回 族 民 俗这一 领 域 , 更不 要 说把 它作 为 一 门 学 问

介 绍 、 研究 了 。 “ 实 录 ” 回 族 民 俗并 进行整 理研究 , 使之 成

为 一 门学 问 , 正 伟 同 志是 第 一 人 。 包 括 民 间 习 俗在 内 的

回 族传 承文化 , 登上 这 神圣 的 文 化殿堂 也 是第 一 次 。 在

中 国众 多 民族 的 文化 园 地 中 , 回 族传 承 文化 终于有 了 自

己 的 一席 之地 , 这确实 可喜 可贺 。    

“ 实录 ”一 个 民族 的 传 承 文化 , 还 要 有 科 学精 神 。 在

这 方 面 , 正伟 同 志给 我 的 印 象 很深 。 他 蒐集 、 整 理 的 《 蜜

枣 的 传说 》是赞 扬穆 罕默德 圣人 的 , 上海 文艺 出 版社特 别

慎 重 , 来函 要 民 族宗 教部 门 拿 出 一 个 同 意 发表 的 意见 。

正 伟 同 志 亲 自 与 当 时 的 自 治 区 副 主席 马腾 霭先 生 联 系 ,

征 得他 同 意并 由 自 治 区 民族宗 教部 门 出 具 函 以 后 , 这 则

故 事才 正式发 表 。 由 此也可 以看 出 , 正伟 同 志 在 “ 实 录 ”

回 族传 承文化 时 , 既 注意 它 的政 治倾 向 , 真正做到 了 为 现

实 服务 , 同 时 又注意使 二者 紧密地结合起 来 。



    本书分 “ 上编 ”和 “ 下编 ” 。 “上 编 ” 主要 是 回 族 民俗 及

其 传说 , “ 下编 ”主要 是 一 些 民 间 故 事及 口 头传 说 。 不 论

是 “ 上 编” 还是 “ 下 编 ” , 它 的 一 个显 著 特 点 是 对 印 证 回 族

历史发 展起到 积极 作用 。    

首先 看它 的 史 料 价值 。 回 族 民 俗及 其 传 说故 事 , 我

们都 可 以 把它 们看 作 回 族 口 传 的 历 史 。 这 里 , 讲 一个 地

名 的来 历 , 一座 山 川 的 形 成 , 无不 包含 着 回 族 劳动群 众 的

审 美情 趣和对 事物 的判 断 能 力 、 对 历 史 曲 折 是 非 的 价 值

判断标 准等 等 , 从 这些 故 事传说 中 可 以 找 到 回 族 历 史 发

展 的 踪迹 。 有 些 内 容是 史 书 里 找 不 到 的 , 但 在 传 承 文化

里能 觅 求到 它 的来 龙 去 脉 。 本 书所 记 述 的 内 容 , 不 就是

印 证 回 族 发展 历史 的 活 生生 的 史 料吗 ?    

再看它 的 应用 价值 。 回 族民 俗传 说和 民 间 故 事 的应

用性很 强 , 可 以 直 接 为 研 究 回 族形 成 发 展 的 历 史 服 务 。

它 没有 深奧 的 理论 , 但是 有真 挚 表 白 的感 情 ; 它没 有 大段

的 考证 , 但 是有 细 节的 真 实 ; 它 明 明 白 白 地告 诉人们 怎样

做 一个好 人 , 什 么 是 真 理 和 谬 误 。 回 族传 承 文 化 印 证 了

回 族 的 发展历 史一 旦 有人 用 书 面 文 字 把它 记 载 下来 , 其



意 义可想 而知 。 当然 , 对于 一个 民 族 的 文化 , 不仅要通 过

“ 实 录 ”原 汁原 味地反 映它 的 真 实 面貌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用

学科 理论 和 方法 加 以 归 纳整 理 和赋予 其理论 内 涵 。 正 伟

同 志对 回 族 文化 的 整 理 、 发 掘 和研 究 , 表明 了 他在这方 面

的 造诣 和 素 养 。    

回 族传 承文 化对 于文学 、 民族学 、 民 俗学 的 研究也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也可 以 说它 对 这 些领 域是 一个 丰 富 。 本 书

的 出 版 向 人 们发 出 了 这样 一 个 信 号 : 在 中 国 多 民 族的 传

承文化 领域 里 , 回 族传承 文化 率 先 展示 了 自 己 美 丽 的 翅

膀 。 本书 可 以 佐证 : 中 国 多 民 族传 承文化 的开掘 与研究 ,

必将呈现一 个五 彩缤纷 的 世界 !  

李树江

2 00 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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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 慧 T h e W i s d o m i n N e e d l e w o r k 1 1 9 黄

土 高 原 的 奇 葩 ——“花 儿 ”

“ H u a e r ”—— t h e F a m o u s L o c a l F o l k S o n g s 

1 2 2 优美 的 回

族宴 席 曲 T h e B e a u t i f u l F e a s t M u s i c 1 2 7 回 族 的 口 弦 K o u x i a n — — A 

P e t t y 

M u s i c a l In s t r u m e n t B e l o v e d b y t h e 

H u i M a i d e n s 1 3 2 回族 民间乐 器 牛 头 埙 N i u t o u x

u n — — A F o l

k M u s i c a l I n s t r u m e n t 1 3 6 回族 的木 球 T h e W o o d e n B a l l o f t

h e H u

l N a t i o n a l i t y 1 3 9 机 智的 掼牛活 动 A G a m e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W i s d o m —— W r e s t l i n g w i t h C a t t l e 

1 4 1 下方棋 P l a y i n g t h e S q u a r e C h e s s ( F a n g q i ) 1 4 3 回 族 的 阿 拉 伯 文 书 法 T h e A r

a b i

c C a l l i g r a p h y 1 4 5 回族 的面 花艺术



T h e A r t s o f M a k i n g D o u g h - m o d e l l i ng F o o d 

1 4 8

回族的 剪纸 T h e P a p e r - c u t 1 5 0 回族的 刺 绣 艺 术

T h e A r t

s o f E m b r o i d e r y 1 5 2 塞 上 江 南 鱼 米 香 A L a n d 

o f R i c

e & F i s h ——t h e So u t h e r n L a n d s c

a p e i n t h e N o r t h 1 5 5 清真 回 回 牌 S p e c i a l 

A r a b

i c S i g n s f o r M o s l e m R e s t a u r a n t 1 5 8 回族的 油 香 T h e 

D e e p

- f r i e d D o u g h C a k e 1 6 1 回 族 的 馓 子、 麻花 S a n z

i & M a h u

a ——D e e p - fr i e d D o u g h T w i s t F o o d s 1

6 4 回 族 的 全 羊 席 A F e a s t o f A l l M u t

t o n - m a

d e D i s h e s 1 6 6 回族的油茶、锅盔 A P op u l a r C o n v e n

i e n t F o o

d — —一F r ied f l o u r & P a n c a k e 16 8 回 族为 什么不吃猪

肉 W h y D o n ' t t h e Hu i s E a t P o r k 

1 7 0



回 族 为 什 么 禁 食 自 死 动 物

W h y A re t h e H u i s F o r b i d d e n t o E at A m m

a l s o f N a t u r a l D e a t h 1 7 3 回 族 为 什 么

禁 用 烟 酒 W h y 

A r e t h e H u i s F o r b i d d e n t o S m o k

e & D r i n k A l c o h o l 1 7 6 回 族 禁 求 签 、 玩 赌 、 拜

偶 像 T h e H u i s 

a r e F o r b i d d e n t o A s k f o r Fo r t u n e - t e

l l i n g 、t o G a m nb l e and t o W o r s h i p i d o l s 1 7 8 回 族

丧 事 三 忌 T

h r e e T a b o o a t t h e H u i s ' F u ne ra l 1 8 0 识 宝 回 回

T h e 

H u i s—— M e n o f G e n i u s i n A p p r a i s i n g

J e w e l ry 1 8 2 长 途 贩 运 的 脚 户 A n A g e - o

l d C a r e

e r — — L o n g - d i s t a n c e T r a n s p o r t i n g 

G o o d s f o r S a l e s w i t h L i v e s t o c k 1 8 5 回 族的 皮毛 行 业 D

o i n g B u

s i n e s s w i t h S ki n & F u r o f S h e e p

and C a t t l e 1 8 T 回 族 的 饮 食 业 C a t e r i n g 

T r a a a d

e o f t h e H uis 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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