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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范围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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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手

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形成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方

面的精神产品，是先民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是民族

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它记录着人类从遥远

的过去到今天的一个个脚印；是人类现代艺术的老师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

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认同感和持续性的

源泉。

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

人类社会的文明，蕴含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是人们赖

以生存的艺术家园、文化家园、精神家园，是维护一个国家文化身份和文化

主权的基本依据。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生

息繁衍，多民族水乳交融，多文化共存共荣，形成了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

的多元文化体系。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博大精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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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和想象力的集中体现，它构筑了我们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五年前就出台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自治区文化部门对文化遗产进

行了全方位的科学普查，在全面摸清家底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文化遗产

保护各项政策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继承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民间宁夏》是一部以文学人类学形式展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集，

在这部作品中，正儒以其亲历性、写实性，向我们描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让那些深藏在民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放射出

迷人的艺术光芒，唤起人们的回忆与思考。

《民间宁夏》在突出了史料性、纪实性的同时，强化了文学性、思想性，

阅读起来既是对遗产的一个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欣赏、思考的过程。在翻

阅《民间宁夏》书稿时，勾起我童年时代的诸多记忆：泥洼呜、口弦、踏脚

舞、剪纸、刺绣、编织等历历在目，捏个泥洼呜吹奏几曲，剪几幅图案贴在

墙上，跳一阵踏脚舞等。那都是生活中很艺术的一部分。我想，许多人在阅

读《民间宁夏》时会感到亲切。从这个方面来说，《民间宁夏》是一本有借鉴

意义的书。

《民间宁夏》的写作，是下了一定功夫的。我觉得笔头的静定之力如果更

多一些，《民间宁夏》写得更好一点还是可以的。我看过古罗马学者瓦罗所著《论

农业》一书，说的原本是枯燥事情，却写得气度雍容、深静有味，像炎炎六月，

从最深的井里打捞出的清水那样宜人身心。

当然，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还需再下功夫去读书和写作，提

高综合素养。近几年，正儒在学术研究上进步较快，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

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等；获得全国宝钢教育奖、宁夏新

世纪“313”学科带头人，宁夏文学一等奖、宁夏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在《回

族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了二十余篇学术论文，著有《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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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回族建筑文化》《西北五马》《马福祥》等个人专著，主编《回族历

史报刊文选》《清真在我身边》《宁夏回商》等著作，对回族经济与文化的研

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些收获，多篇随笔入选

《三十年散文观止》《中国散文年选》《文学中国》等全国选本，散文随笔集《拒

绝遗忘》在文学界赢得好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活动组成。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历史的推移，时代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任重道远。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记录是很好的保护。从

这个角度来讲，《民间宁夏》，是一部有意义的书。也期望正儒再接再厉，厚

积薄发，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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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韵

壹

呈百家之风韵，纳千里之民俗，乃民俗

风韵也。此篇章集民间武术、乐器、坐

唱等于一体，用朴实的文字道尽千百年

来流淌在塞上江南的回风汉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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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歌语

走咧，走咧，走远咧，越走呀越远了，

心里像刀子者搅乱了。

哎的呦，眼里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哎呦，哎呦，哎哎哎呦。

走咧，走咧，走远咧，越走呀越远了，

褡裢的锅盔者轻哈了，

哎的呦，心里的苦痛重哈了。

哎呦，哎呦，哎哎哎呦。

⋯⋯

1938 年，一首催人泪下的《眼泪花儿》，以其朴拙的词汇和深情的旋律，

拴住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脚步，勾住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心魂，从此改变了

这位中国歌坛传奇大师的人生轨迹。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西部歌王王洛宾。人们不仅熟悉他那沧桑中

略显童真的面容，以及飘动的白胡子上荡漾着的微笑，脑海中更是常常回响

起他那苍凉深情的歌喉。那些经他创作而传唱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

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早已成为 20 世纪华人音乐作品中的经典，

而王洛宾的名字也随着歌声飞扬海内外。

王洛宾，1934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准备到法国巴黎音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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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去深造。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王洛宾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投入

到抗战中，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 年，王洛宾、萧军、罗珊等一路西行，

到达宁夏六盘山区，遭遇一场大雨，因为路滑，车行不便，在六盘山脚下的

一个车马店里一住就是整整三天。

风住雨歇，王洛宾他们离开车马大店，继续上路，当他们爬过一道山梁时，

催人泪下的《眼泪花儿》传来，王洛宾回过头来，看见唱歌的正是车马店老

板娘五朵梅。

五朵梅的“花儿”，让王洛宾陷入一种苍凉深远的意境中。那悠长而凄清

的旋律，率真而质朴的话语，情真意切，让歌王体会到了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的肝肠寸断，打动了歌王心中最为柔软的

那一部分。那一刻，王洛宾惊讶了！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音乐的源头到

花儿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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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ينغشيا بين الأهالى الشعبية

底在哪里？后来一锤定音的是塞克，他对王洛宾吼道 ：“去什么巴黎？你听听

这歌声，别走了！”就此，歌王打消了去法国深造的想法，留在了西部大地，

致力于西北民歌的传承与发扬广大，成就了他辉煌的音乐人生。在几十年的

时间里，他不断从西部民间的音乐中汲取营养，谱写出人人能唱的动人歌曲。

晚年的王洛宾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不时向亲友们提到 ：“改变了我一

生命运的，是在大西北碰巧遇上的‘五朵梅’。”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

一切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花儿的韵律依然为我们讲述着这个传奇故事。

“花儿”又称“少年”“野曲”，是聚居于甘、宁、青地区的回、汉、撒拉、保安、东

乡、土、裕固、藏等民族一律用当地汉语方言传唱的一种山歌。之所以以“花

儿”而名，是因为歌名、歌词中含有大量的花名，当然也蕴含着各族老百姓

以花儿寄托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歌中女方亲昵地称男方“少年”，男方则

国家级“花儿”传承人——张明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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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呢地称女方“花儿”，于是“花儿”与“少年”这两个富于情感的词语也逐

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花儿”有“整花儿”和“散花儿”两种，“整花儿”

以长篇为主，“散花儿”形式自由，可以即兴发挥。整花儿的完整长篇可为你

娓娓道来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而自由的散花儿却变化自由，不时显示出演唱

者的多才机智，两人对唱时，你方唱罢我来接，你一句，我一段，精彩对接

迭起，常常让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花儿的音乐主调令达 100 多种，旋律、节奏、唱

腔都有着独特的风格。由于“花儿”最早产生于山间田野，歌手们在空旷幽

美的环境中无拘无束，放声高歌，所以它的曲调多高昂、奔放、粗犷、悠扬，

表现了回族人民对幸福生活和纯真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我以为对“花儿”解释最好的是通过“花儿”唱出来的 ：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把头割下，

不死了就这个唱法。

阿哥的肉呀，

不死了就是这个唱法！

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

没水时阿么价活哩；

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

不唱是阿么价过哩。

阿哥的肉呀！

不唱是阿么价过哩。

烟洞的山上兵来了，

刀杀了众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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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ينغشيا بين الأهالى الشعبية

手提着大棒打来了，

要花儿不要命了。

阿哥的肉呀！

要花儿不要命了。

“花儿”内容丰富，多为情歌，也有表现回族人民生活情景的。一般多是

四句或六句，歌词多为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花儿”突

出的特点就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兴起句，文字优美，格律谨严，感情真挚。

“花儿” 通常是这样来表达爱情的 ：

大路上走来的光棍汉，

手拿着五尺鞭杆，

我疼你天热擦把子汗，

你给我送上一支“少年”。

天上星，星对星，亮又明，

我把它当成一对儿宫灯，

尕妹妹的眼睛毛敦敦，憨敦敦，

模样咋这样心疼⋯⋯

“花儿”是这样来表达苦难的 ：

一身的紫肉儿苦干了，

腔子里挣下病了；

庄稼给日头烤焦了，

难心者下了泪了。

阿哥的肉呀！

难心者下了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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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流汗的整一年，

筋骨给日头晒断了；

叫三声“胡达”哭老天。

苦日子哪天算完了。

阿哥的肉呀！

苦日子哪天算完了。

据考证，“花儿”约产生于明代，有关它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在

蒙藏民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歌 ；有人认为它是从外地迁来的回族人

民的思乡曲演化而成 ；也有人认为是明初从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常以花

卉为比兴的一种民歌。总之，“花儿”自近代以来成为回族人民传唱的一种主

要艺术形式。宁夏由于回族人口相对集中，因此也就成为“花儿”流传的胜

心里的“花儿”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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