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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海原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六盘山西北麓。

东连甘肃省环县，南接原州区、西吉县，西临甘肃省会宁

县、平川区，北靠沙坡头区、中宁县和同心县，境域辽阔，

文化底蕴丰厚。

海原历史悠久，是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兴盛地之一。远在

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用泥土和彩色矿

石制作出了绚丽多彩的彩陶，用石器、玉器、骨器打磨雕刻

出了精美的生活用具，同时还掌握了漆器的制作技术，创造

了举世瞩目的菜园文化；商周时期，有鬼戎、西戎活动于

此，他们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春秋战

国时期，县境水草丰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族部

落在此游牧，铁器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汉

代，县境内先后安置过匈奴、月氏、羌人，他们创造了栩栩

如生的陶塑，制作了精美的铜镜、青铜牌饰等；魏晋南北朝

时期，鲜卑人进入海原，这一时期，石窟、佛造像的开凿与

雕刻技术日渐成熟，至唐代开始鼎盛起来，海原的天都山石

窟、金佛沟石窟均是这一时期开凿的；唐朝“丝绸之路”分

为三条主道过境，这里是西域通向中原地区的重要关隘，承

载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宋夏时期，这里是西陲军事要

地，西夏特色的“神臂弓” “夏人剑”等被制作出来；“豫

王建国西安州”后，“探马赤军”中的大量回民在此留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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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形成了不少回族村落。清雍正、乾隆时期，海

原县境人口比例已形成了“回七汉三”的格局。1936年，

西征红军途经海原境内，在关桥乡关桥村召开了举世著名的

“关桥堡会议”，并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海原在数千年的演变中，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并形成了

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菜园文化、回乡文化、西夏文化、蒙元

文化、地震文化、红色文化等。

流传至今的海原民间故事、歌谣、花儿、传说、谚语、

刺绣、剪纸、泥塑、砖雕、口弦、舞狮、皮影戏、打梭、方

棋、擀毡、箍窑等百余种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具特色，

是一座绚丽的民间艺术宝库。经过调查、发掘、整理，我们

将回族器乐泥哇呜、口弦和回族山花儿，成功申报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九彩乡成功申报为国家级花儿传

承基地；将回族泥哇呜、口弦、回族山花儿、胡湾舞狮、皮

影戏、剪纸、刺绣、打梭、方棋、回族婚礼、擀毡11项申报

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原县在2008年、

2011年两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花儿、剪纸）文化艺

术之乡。

为了保护和传承上述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编写

了《海原民间歌谣》《海原民间花儿》《海原民间谚语》

《海原民间故事》《海原民间社火春官词》《海原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该丛书本着

保护、保存的目的，将各门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创

新、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及其成果，收集编入丛书，供后

人鉴赏和研究。　　　

　　　                                 

                                         编　者

                                    2013年3月18日        



003

序

海原是陇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内涵博大丰厚，独树一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悠久的历

史和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

们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菜园文化。菜园新石器文化遗存中的窑洞遗址被称为

“世界窑洞之祖”。商周以后，这片土地成为西北各少数民

族的游牧之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畜牧为天下饶。隋唐

时期，“丝绸之路”东西分道过境，留下了商旅文明。元明

时期，海原县境内曾先后五次安置军队屯田和移民戍边，规

模空前。1920年，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留下了许多地震遗

迹和遗址景观，属人类珍贵的自然遗产。1936年，西征红军

途经海原境内，留下了红色文化遗址。海原在漫长的历史演

变中，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菜

园文化、游牧文化、花儿文化、地震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

的地域文化。而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传承与创新，又

积累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海原县属“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多元文化汇聚的

海原大地，必然产生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价值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音乐舞蹈、传统戏

剧、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饮食制作

技艺、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社火春官词、民俗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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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

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民间非物质文化。这些民间非物质文化

与生产、生活、习俗、节庆等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透着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清香。留存于海原大地的众多非物质

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海原地域文化的瑰宝。回

族山花儿、口弦和泥哇呜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截至2012年，海原县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３项，自治区级11项，市县级21项；国家级传承人1人，自

治区级11人，市县级19人；其中，“回族山花儿”首批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民间非物质文化，是海原不能割裂

的文化脉络，更是海原不可复制的珍贵资源和未来发展的底

气。海原县为了集中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成果，

编写了《海原民间花儿》《海原民间歌谣》《海原民间故

事》《海原民间谚语》《海原民间社火春官词》《海原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该系列

丛书的出版发行对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地域非物

质文化特征、丰富海原地域非物质文化内涵、提升海原地域

文化品位，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同时，对

更好地继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

识、保护以“口传身教”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起到以有形的方式传承无形的遗产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

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有效利用，并在传承、发

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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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多新的优秀文化

成果，不断增强海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动海原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为深入实施“兴海富民”战略和构建“和谐富

裕新海原”服务。

                                     中共海原县委书记/马鹏云

                       海原县人民政府县长/徐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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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谚语概要

谚语源远流长，有着很强的

生命力，历代都有谚语的产生和流

传。在先秦时期的《易经》、《诗

经》和诸子著作及少数民族古老的

史诗中，都保存了许多古代人民的

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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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谚语的早期记载

谚语源远流长，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历代都有谚语的产生和流传。在

先秦时期的《易经》、《诗经》和诸子著作及少数民族古老的史诗中，

都保存了许多古代人民的谚语。如：“远水不救近火”出自《韩非子  说

林上》①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出自先秦时期的《击壤歌》② ，“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老子》③ 。北魏时期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

术》④ 、宋代的《农书》、元代的《农政全书》和《田家五行书》﹑明代的

《古今谚》和清代的《古谣谚》等书中，都不同数量地收录了我国古代谚语。

① 原文：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

②《击壤歌》：中国歌曲之祖。原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③ 原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④《齐民要术》是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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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谚语的界定

中国古代史书对谚语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如：

《尚书  无逸》：“俚语曰谚。”；《礼记  大学》释文：“谚，俗语

也。”；《左传  隐公十一年》释文：“谚，俗言也。”；《国语  越语》

韦注：“谚，俗之善谣也。”；《说文解字》：“谚，传言也，从言，彦

声。”；《汉书  五行志》：“谚，俗所传言也。”；《文心雕龙  书记》：

“谚者，直语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说文长笺》：“传言

者，一时民风土著议论也， 故从彦言； 若鄙俚淫僻之词，何谚之有！观谚

言而可知寓教于文矣。”；《说文解字》段注：“谚，传叠韵。传言者，

古语也。古字从十、口，识前言；凡经所传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

另据其书籍中将谚语称为里谚、俚谚、俗谚、鄙谚、野谚、口谚、里

语、鄙语、俗话、古话、常言等。

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并广为流传、具有一定认识和教育作用的简

洁凝练的定型化语句。其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

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具有深

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及教训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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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

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反映阶

级斗争和经验的谚语﹑总结一般生活经验的谚语。

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

该类谚语具有宝贵的科学价值。农谚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包括气象、时

令、天文、物候、耕作技术等内容。

如：夜里起雷雨连阴，三天三夜才消停。

       雨降一大片，雹打一条线。

       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九九加一九，遍地耧铧走。

       端碗要吃饭，九九雪不断。

       春寒不算寒，惊蛰寒了冷半年。

       早上浓雾罩天地，当天必定好天气。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八九过河洗手。

反映阶级斗争和经验的谚语

该类谚语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形象地概括了阶

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及政府的丑恶本质。

如：见蛇不打三分罪。

       放虎归山，必有后患。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地主有良心，河水向上流。

       天下老鸭一般黑，地上恶狼一样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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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般生活经验的谚语

该类谚语是劳动人民判断是非的标准和指导行动的指南，反映了人民

群众的世界观、健康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如：心好命好，富贵到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只有冻死的苍蝇，没有累死的蜜蜂。

       人勤地有恩，遍地是黄金。

       桃花要靠春风开，富日子要靠劳动来

       父母生前不孝敬，死后念经有何用。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双。

此外，《中国谚语集成》编辑细则将谚语分为时政、事理、修养、社

交、生活、自然、生产、其他等八类，每个类别又细分为几种细目，相对

来说比较详细完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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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原民间谚语概述

谚语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广为口传的定型化艺术语句，是人民智慧

和生产斗争、对敌斗争以及各种生活经验之总结。它语句精炼、意味深

长，长于讽训、富有哲理，是民间文学宝库中一串光彩夺目的明珠，历来

受到人民群众的重视和喜爱。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

中，不断加以总结、充实，使之代代相传、沿袭不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

化的普及﹑科学的进步﹑视野的开阔，谚语将增添新的色彩，在新的历史时

期，更好地发挥认识、教育作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谚语纷繁庞杂，分类比较困难，有些条目属“两栖型”，难以分辨、

准确划分，仅能就内容涵义的侧重点来归类。《海原民间谚语》按照《中

国谚语集成（编辑细则）》将谚语分为时政、事理、修养、社交、生活、

自然、生产、其他等8类，40个细目，共收录谚语约2千余条。本丛书侧重

选录全县流传较广的条目，经过反复梳理、归类，基本上反映了全县谚语

的全貌。

本丛书所选的大部分条目，思想内容健康，言简意赅，但也有某些条

目所反映的思想情绪不够健康，甚至含有封建主义“宿命论”成分。此类

谚语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和科学文明的程度，人们的认识水平及

思想特征，作为资料以便今后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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