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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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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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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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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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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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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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盐池南山下的碧波滩土地的

颜色，一半白，一半红。盐池出产天

然食盐，白色的一半是盐的颜色。可

为什么另一半却成了红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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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莲的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羊坊川有个羊把式，年轻时老婆就死了，留下了

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玉莲，二女儿叫玉菊。他为了两个女儿，再一直没

娶，苦巴苦地拉扯着，眼看就要成人了。

村子里有个地主叫王二。他有一个儿子，呆头呆脑，成天光知道吃喝

玩乐。一天，呆儿子出门打鸟，看见玉莲正在河边担水，呆儿子看得直流

口水。他嬉皮笑脸地追了过去，吓得玉莲扔下水担就往回跑，呆儿子没有

追上玉莲，边回边骂着：“丑死了，给我也不要。”呆儿子在路上是这样

说的，可回家一见老爹就耍开脾气了，他假装着边哭边说：“我要玉莲当

老婆，不给我娶来，我就不活了。”他躺在地上连滚带喊。老地主连忙对

儿子说：“好好好，我马上叫人去娶。”呆儿子一听老爹答应了“嘿嘿”

一笑跑了。

 老地主叫来了管家，恶狠狠地说：“先明娶，如不行，就抢来。”管

家点头哈腰地走了。

 管家领着几个狗腿子，气势汹汹地到了玉莲家的门口，看见门关着，

就大声喊道：“开门来，老爷有话吩咐！”在屋内的玉莲和玉菊吓得抱在

一起直哆嗦。几个狗腿子见没人开门，就上去几下打破了柴门，冲了进

去，管家见羊把式没在，胆子放得更大了，他嬉皮笑脸地说：“小妞，跟

我走吧，当了少爷的太太，喜欢啥有啥，爱什么有什么，怎么样？”边说

边用手去摸玉莲的脸。玉莲气得牙打颤，她伸手一巴掌打在管家的脸上，

管家被打得龇牙咧嘴，气得呀呀直叫。几个狗腿子一起涌上前，抓住玉莲

就拳打脚踢。玉菊扑上去救姐姐，被管家一脚蹬倒。管家喊了一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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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玉莲被几个狗腿子反压着，拉出了门。玉莲哭喊着妹妹，玉菊哭喊

着姐姐，村子里的人个个满腔怒火，但又不敢言喘。

玉莲被锁在一个厢房里，她把门和窗子推了好几次，都没有推开。

她想到自己的命运，伤心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睡着了。她做了个奇怪

的梦，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汉对她说：“老财主是一条毒蛇变的，儿子

是一个蝎子变的，你若要逃出去，就要请神鹰帮助你，你对着西方说：

‘神鹰，神鹰，救救我，救救我们穷苦人。’”白胡子老汉说完就不见

了。玉莲一下子惊醒了，她想着梦中的情景，就似信非信地对着西方

说：“神鹰，神鹰，救救我，救救我们穷苦人。”她刚说完，就听门外

有人喊叫，她一拉门，门开了。只见老财主和他儿子没了脑袋，管家和

几个狗腿子没了手脚，他们都躺在院子里连一点气都没了。玉莲没知道

害怕，就往家里跑，一口气跑到家里，看见妹妹脸上挂着泪睡着了，老

爹放羊还没有回来呢。

从此以后，村子里没有地主了，羊把式和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口    述：王老七（已故）  

搜    集：蒋文龄

采录地点：史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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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神的下场
                                            

夯神四兄弟，素以身体强壮，武艺过人自称。他们横行霸道，抢劫杀

掠，无恶不作，搅得人心惶惶，猛勇强悍的人尚且要躲他们三分，何况一

般的人哪。有一天，如来佛碰见他们，劝他们老实一点，不要到处胡作非

为。四兄弟听了很气愤：“这人竟敢管教我们，”他们狠狠地说，“你

再说，再说我们把你跟你的莲花宝座一起抬着撇了。”如来佛轻蔑地说：

“行啊，你们来试试，凭你们的力气，你们或许能办到这一点。”四个夯

神立刻摩拳擦掌，大吼一声，分蹲在莲花宝座的四个角，使出浑身的解数

往起抬莲花宝座。可惜，莲花宝座连动也没动一下，倒是他们四个牢牢

地给粘在了上面，一张张狰狞的面孔永远被人们耻笑。所以，人们为如

来佛塑像时，仍要在莲花宝座的四角下塑上他们四兄弟鼓气憋劲抬莲花宝

座的丑态。

口    述：张志勤  

整    理：静  波 宗  琪 毓  红 

采录地点：西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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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王爷下凡

从前，粮食从头到根长满了穗子，可拔草的人很懒，到田边头枕铁铲

便睡着了。过来了一位道人，他拿走了铁铲，放下了手中的道铲，这人醒

来一看是个道铲，就拿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拿着道铲锄草，觉得很好用。后来粮食丰收了，人们用馍

馍给孩子擦屁股，一擦便给狗吃了。老君爷看到了这种情形，就下凡把粮

食的穗子捋着只剩下头头了，他还要把小麦带走，狗看见了，追老君爷夺

粮食，老君爷扔下了麦子就上天了，以后，粮食就只剩一个穗子了。

老君爷上天打发牛王爷喊街，牛王爷喊的时候喊错了，把一吃三打

扮，喊成了三吃一打扮。这下可把老君爷气坏了：“好吧！他们一天三吃

饭一打扮谁养活呢！你去养活吧。”说罢一脚将牛王爷踢下天来，让它永

远地为人类劳动。牛从天上跌下来，把前门牙给磕掉了，从此牛就没有前

门牙了。

牛下来很厉害，谁也管不住。老君爷看到后，从天上下来哄牛说：

“你的身体多魁梧，可就是嫌脚大，面丑，让我给你带个花笼头，带上

就好看了，再给你鼻子上带个鼻环子就更俊了。”牛听后，很高兴地答应

了。老君爷给牛扎了个鼻钳子，头上带了个顶盘，还给它把蹄子破成了两

半个。这时人们过来才敢拉上牛走了，牛想反抗，但人们牵住了它的鼻钳

子，牛想用蹄子踢，可蹄子破了。从此牛就老老实实地为人们种地，它在

苦乏的时候，只是头朝天“哞，哞”地叫几声，无可奈何地摇摇尾巴。

口    述：张志勤  

整    理：静  波 宗  琪 毓  红 

采录地点：西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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