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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有了以精神为内涵的文化，人才能称之为真正

意义上的人。而文化则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部分。人类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

那些凝聚了人类智慧和情感的文化遗产，涵养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森林。但是，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众多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尤其是那些无形的、动态的、

技艺性的，抑或口传心授类的非物质文化毁弃甚重，令人担忧。

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可悲的是我们人类在

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逐渐丢失了那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而这些传统

的非物质文化恰恰是滋养、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和新文化的园圃。

可以说，毁弃了非物质文化，就等于破坏了人类文化的生态链条，损毁了人

类文化的根基。因为人类文化或者说人类文明首先是从结绳记事、口传心授

的生活、劳动技艺起始的。那些民间的、草根的、原生态的文化艺术、生活

生产技艺等恰恰是现代文明的肇端。

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保护了那些流传于民间的、

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接续了物质文化的根脉，稳固了人类文化

大厦的根基。整个人类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也是同样。

中卫市委 常委 、宣传 部 部长   陶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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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丰富多彩。农耕文化、

草原文化、边塞文化、回族文化、黄河文化、大漠文化相交互映，不仅留下

了众多的具有科学、历史价值和宗教、艺术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也留下了

大量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观中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窃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鲜明的黄河文化特色。300 多里水道流经中卫山川，穿峡谷、

绕沙山、过平原，留下了以“沙坡头传说”为代表的上百篇民间故事。可以

说每一块礁石、每一朵浪花，就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诚然，黄河滋养了中卫

人民，民众的各类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也都洋溢着浓厚的黄河文化气息。诸

如独具特色的“水会音乐”“祭河神”“放河灯”“黄河水车”“羊皮筏子”等

所表达的韵致得以传承。

二是具有鲜明的卫宁灌区特色。“中宁枸杞甲天下”，故而便有了“中宁

枸杞传统栽植技术”。另外，“中宁蒿子面”也独具卫宁灌区特色，致使地方

相应的民俗文化得以永续。

三是具有强烈的多元文化的交融性。中卫自秦代开始就有大量军队垦田



003003

戍边，人口流动较大。加之，卫宁灌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及独特的水陆交通优

势，使之成为北上内蒙古、南下陕西、东抵银川、西达甘肃的交通要道和物

资集散地，所以南来北往的客商、匠工、文士常常经过此地，传艺献技，甚

至落户安家，从而多元文化和不同区域的生活风俗便形成中卫地区海纳百川

的历史人文特点。从《中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卫地

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具有北方诸多省份民俗活动、制作技艺的烙

印，还有南方一些省份民间技艺的鲜明特点。如“中卫泥雕”“中卫木雕”“中

卫石雕”“纸扎”等。豪迈热烈的“锣鼓音乐”，就是从秦汉时期垦田戍边的

军营鼓乐演变而来的。高亢华丽的“中卫道情”，浸透着陕西秦腔、陇东道情、

山西梆子、内蒙古长调的元素。可以说同而有别，自成一体，是中卫众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特点，它正在奖掖地方文化得以涵润丰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自从 2005 年国务院颁

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卫市各级文化

部门就开始了这项繁杂而艰辛的工作，历经数年，今日终于完成了《中卫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近年来，我市实施了旅游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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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为显得迫切而重要。没有传统地域特色文

化的充盈，旅游就缺乏让人咂味的内涵；没有地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

动，旅游便少了一份快乐与念想。为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在于增进

地方文化认可，促进文化多样性，激发人类创造活力，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应有之意。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更

是全社会的责任。正如一位非遗专家所言：“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保护非遗的

主人，都有责任为其给力，也有福分享受它独有的精神和文化的快乐，以使

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今天开花，在明天结果，为人类种德造福。”

是为序。

2014 年 12 月于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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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 ( 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

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 ) 和文化空间。范围有：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

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

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中卫市辖沙坡头区和中宁、海原两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内涵丰富。

先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孕育了绚丽斑斓的物质文

化与非物质文化，存留着精神家园的共同记忆——有生活的乐趣、故乡的情

怀；有传奇的故事、时代的韵致；有闪光的文化碎片，古老的历史遗存。聆听

老人讲述了多少代的古老传说，观看沿袭了多少年的传统表演艺术，欣赏传

承了多少辈的传统手艺，参与流传了多少载的民俗文化活动，都让我们深感

共同守望精神家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编辑出版《中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书，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目的在于全方位展示绚丽多彩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全市人民提供解读中卫灿烂文化的路径，普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知识，激发爱国爱家乡的豪迈热情，从而增强中卫文化的知名度和

辐射力。

中卫地处内陆，有黄河灌区、荒漠草原、丘陵沙漠，物产富饶。自秦朝

隶属北地郡、西汉时期设置眴卷县以来，中卫经历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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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融合，从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口弦、胡湾舞狮、单鼓舞、羊皮

筏子、香山硒砂瓜、蒿子面等，正是这些中卫的传统乐器、传统舞蹈、传统

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和美食等，充分凸现了这座古城的精神

文明和文化韵致，为中卫赢得了“塞上文化明珠”的美誉。

千百年来，为了北固边防，保护丝路畅通，历代中央政权稳固时，便移

民戍边，驻军屯垦。由于古丝绸之路沿途僧侣、神父、牧师往来传教，中卫

地区宗教之盛、教类之多。据史载：中卫人信佛自隋唐，明清时期中卫建庙

礼佛之风达到了巅峰。民国时期，寺庙道观竟达 200 多座。由于宗教的兴盛

和寺庙文化的发展，以庙堂音乐、舞蹈、经典仪式为基础，带动了庙会、社火、

舞龙、雕塑、绘画、彩绘、纸扎、刺绣等非物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中卫沙坡头区，中宁、海原两县传统的岁时节令，如腊八日、春节、元

宵节、二月二、端午节、七巧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

沿袭，而庙会、迎城隍、祭河神、放河灯、燎疳、顺星等仍是本地区重要的

民俗文化活动。

沙坡头区（原中卫县）长流水旧石器文化遗址、一碗泉新石器文化遗址、

大麦地岩画等文化遗迹表明，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已有 3 万多年的历史。如果从

“元置应理州”（约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算起，距今已有 730 年的历史；

如果从明代“建庙立学”算起（明正统四年，公元 1439 年），已有 575 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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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卫经历了漫长的里程，优越的人文环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文化

基础。

中宁县地处宁夏河套平原的南部，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自西汉元鼎

三年（公元前 114 年）中宁地区归安定郡、置眴卷县，距今已有 2100 余年历

史。古代中宁是丝绸之路商旅货运的重要集散地。早在西汉初期，勤劳智慧

的中宁人民就引黄灌溉，大兴水利，至北魏时经济已十分发达。中唐时期，

是中原与吐蕃长期对垒的重要堡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宁凝山河之灵性，

承华夏之禀赋，融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精髓，逐步形成了丰富的物质

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海原县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地处六盘山西北麓，西与甘肃靖远、会宁为邻，

南与固原、西吉接壤，北与同心、中卫毗邻，素为“甘凉之襟带，固靖之咽

喉”之所在，有“背靠天都山，前临锁黄川”之称。远在五千年前，海原先

民便刀耕火种，繁衍生息于此。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海原人民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民间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根深叶茂，

是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缩影，为海原人民群众历代所传承衍变，虽经沧

桑却历久不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传承价值。

自 2006 年以来，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文化馆，按照上级部门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认真贯彻“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健全机制、规范管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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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护、传承发展”的工作目标，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指导

原则，按照中卫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前期准备、线索排摸、项目普查、材

料制作和市级验收五个普查阶段工作，组织普查工作人员在一区两县深入地

开展了非遗普查工作并取得成效，最后形成了《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程实施方案》，制定了《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档案设备

管理办法》《专家委员会工作职责》《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管理办法》

《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传统文化艺术之乡管理办法》等，提升了

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开展普查工作以来，全市共收集非遗线索 167 条，调查项目 95 个，其中

新发现项目 12 个，基本摸清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与分布状况。

从种类和数量状况来看，调查项目涵盖 16 个门类 100 多个种类，其中民间文

学 196 个，传统音乐 26 个，传统舞蹈 12 个，戏曲 5 个，曲艺 2 个，传统美

术 20 个，传统技艺 22 个，文化空间 8 个。由此可见，中卫市民间文学、传

统美术、传统技艺及文化空间等非遗普查项目的丰富。但相比之下，我市的

民间舞蹈、戏曲、曲艺等资源比较稀缺。从项目在市区分布的差异性看，人

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等门类与全区其他地区大同小异。但中卫地区

还有不少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带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我们在普

查中发现了一些扎根民间的老艺人，走访了非遗传承人（老艺人）87 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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