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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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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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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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渊源

“花儿”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

期，基本成熟于唐宋元时期，广泛流行于

明清时期。花儿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绚丽夺目、光

彩斑斓的艺术奇葩之一，是被历史检验了

的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盘山花儿因主要源于以海原、西

吉、固原为主的六盘山区，故称“六盘山

花儿”；又因主要在回族中传唱，也被称

为回族花儿。其中，海原地区传唱的花儿

亦称海原干花儿。海原是宁夏花儿的主要

传承地，被誉为“花儿故乡”。 2006年，

海原山花儿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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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源流

 花儿因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花儿是广泛流传于中

国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省区的一种原生态民歌。因其唱词浩繁，

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我国西北地区各地对花儿有着不同

的称法，主要称为花儿、少年、山歌、干花儿、野曲山及牡丹等。因“花

儿”是一种民歌，它是以爱情为主要表现对象，有些地区有把爱情同“花

儿”联系起来的习俗，如“花儿” “花事” “缠花” “花案”等。

“花儿”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是南北朝时

期的《玉台新咏》①诗集，其收录沈约②的《领边绣》

诗中出现了“花儿”。诗云：

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

萦萦凤子飞，结伴坐花儿；

不声如动吹，无风自移枝；

丽色傥未歇，聊承云鬓垂。

清朝吴兆宜③在《领边绣》诗题下加注：“领边绣即方领绣也。”并在

“结伴坐花儿”句后援引宋梅尧臣④《领边绣》诗“愿作花工儿，长年承素

颈”的诗句解释:“花儿是领上所绣歌童也”。“歌童”即歌手。

①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收录作品上至西汉、下迄南

朝梁代的诗歌总集。

②  沈约：（441～513），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

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

③  吴兆宜生卒年不详，字显令，康熙年间出生，江苏吴江人。亦善属文，尝注徐孝穆、庾子山二集，又注

玉台新咏、才调集及韩偓诗集。

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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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教授武宇林认为：“‘花

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关系。元代

回回多聚居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

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

大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

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

生的原动力。”①据《续修海原县志》记载：元

代，海原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其境为军队屯田

地，朝廷多次安置迁徙屯田之民，大量被称为

“探马赤军”的回回人口为这里的屯田人口，这成为海原县回族入居的重

要源流。明成化年间，为加强边防，曾先后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移民。清朝

初期社会安定，有大量回族人口移入，至清乾隆时期，海原县境回汉人口

比例已形成“回七汉三”。 因此推断，花儿在海原地区的渊源可追溯到元

代，广泛传唱于清代。

据现存史料考证“花事”一词在海原最早在清《乾隆盐茶厅志》②第

十八卷文艺·杂诗录入的《题爱山堂》③诗中，诗云：

柳阴深处小堂开，中有材人好徘徊。

敞屐甘同 仕弃，万金难乞一骸回。

官赀连屋书千卷，花事成功酒数杯。

瓦雀不随厮役去，依稀犹自落梅苔。

清代同治年间，花儿在海原就广泛流行。据清《光绪海城县志》④ 第

十卷文艺志·海城八景和杂诗中录入的清同治海城知县朱美燮撰写的《双

①  武宇林撰写的《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2007年第2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② 《乾隆盐茶厅志》：海原第一部地方志书，由清盐茶同治朱亨衍总纂，始修于乾隆十四年（1749），著

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

③ 《题爱山堂》：该诗由清盐茶同治朱亨衍撰写。

④ 《光绪海城县志》：由清海城知县杨金庚总纂，始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著成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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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分甘》、《海城春日杂咏四首》和《海城下车书感二十四韵》中描述了

时值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花儿在海原全境到处传唱的情景。诗云：

                双涧分甘

绕郭来双涧，分甘食利多。

桃花沿岸放，棠阴夹堤过。

四野皆流泽，千家各饮和。

膏腴滋稼穑，到处起田歌① 。

                海城春日杂咏四首

相逢父老话农桑，谁谓边陲俗未良。

雨润花封消雀鼠，春深绮陌散牛羊。

衣皮礼简民风古，营窟居安岁月长。

等是承平今有象，行歌到处唱伊凉② 。

                海城下车书感二十四韵

牧圉劳规画，贤才待礼罗。

平情消反侧，敬事补蹉跎。

末职惭无裨，初衷矢靡佗。

所期风草恰，四境皆弦歌③。

① 田歌：一种音乐形式，是指农民在田间劳作时传唱的一种民歌。

② 伊凉：古曲调名，指唐代我国西北名曲——《伊凉曲》、《凉州曲》的简称。

③ 弦歌：以琴瑟伴奏而歌诵。

（口弦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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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流派

花儿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并在其发展过程中

受到西北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花儿由于

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青海的“河湟花儿”和甘

肃的“洮岷花儿”及宁夏“六盘山花儿”三大流派 ①。

洮泯花儿流行于甘肃南部的临洮、岷县一带。河湟花儿即所谓“伊凉

调”，流传范围比较广泛，是西北花儿的主流；其流行范围按传唱地区

划分，又分河州花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青海花儿（青海湟水流

域）、新疆花儿（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六盘山花儿因主要以海原、

西吉、固原为主的六盘山区，故称“六盘山花儿”；又因主要在回族中传

唱，也被称为回族花儿；其中，海原地区传唱的花儿亦称海原干花儿。

六盘山花儿流行于海原的花儿主要种类有河州花儿和山花儿（俗称干

花儿）两类，其中民间以山花儿传唱为主。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国项目简介，中国文化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刊，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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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调格律

花儿的音乐曲调极为丰富，花儿曲调具有高亢嘹亮、挺拔明快、激越

动听、情感真切、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其不同的曲调用不同的“令”来

表示。“令”是调名，每个“令” 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一般以歌唱时所加

衬语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曲令的产生，起源于唐代，后兴盛于宋代。花儿

的音调“来源远矣伊凉调，淫曲居然郑卫诗。”①这里的“伊凉调就是指唐

代我国西北名曲——《伊凉曲》、《凉州曲》的简称 ②。

洮泯花儿的基本格式是三句一首，也有四句、五句、六句的。第一句

多是比喻或起兴句，有时比喻也出现在后面。其音节顿数是灵活的，字数

每句六字到十字以内，但都是三字尾。

河湟花儿每首四句，分为前（前两句）、后（后两句）两大段；前段为

引句，多用比、兴手法；后段为主题句，是要歌唱的主要内容。这两段在字

数组成上，音节顿数上一定要相等，每大段第一句句尾一音顿为三个字（也

有四个字的），第二句句尾一音顿全为两个字。即所谓奇句奇字尾，偶句

偶字尾，奇偶交错进行。这种格律结构，在中国民歌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

一种比较完善成熟的民歌。从韵脚上说有每首“花儿”四句最末尾一顿几个

字的韵仄一致的；和每首花儿中的一、三两句末尾一顿几个字一个韵仄，而

二、四两句末尾一顿几个字又是一个韵仄（俗称交叉韵）的两种韵脚。

六盘山花儿基本以单套短歌的形式即兴填词演唱，曲调优美、流畅，形

成特有的风格。音乐风格继承古代陇山徒歌四声、五声徵调③特征，吸收信

①  诗句：来源于陇上著名史学家慕少堂编著的《甘宁青史略》副卷五。

② 《太平广记》第二百零四卷乐二。

③ 徵调：为中国古代五声音阶的名称。春秋时期的《管子  地员篇》中完整记述了中国古代五声音阶：

宫、  商、角、徵、羽的名称。《左传  昭公二十年》、《国语  周语》中还记载了与五声音阶同时并

存的七声音阶，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

即现代音乐的C、D、E、G、A五个音阶；七声音阶即现代音乐中的C、D、E、F、G、A、B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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