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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王玺玉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

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

内容，着力挖掘和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彰显民族文化个性，抢

占文化制高点，激发人民群众凝聚力创造力，赢得更为持久的国际竞

争力。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厚

实的基础，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范

畴，是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由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

的文化形态，它囊括了民俗的全部事象，诸如天地人事、阴阳五行、农

牧工商、饮食服饰、居住出行、家庭伦理、婚姻嫁娶、生老病死、礼仪节

庆、信仰禁忌、乡俗游艺、方言土语、歌舞娱乐等，是直接、纯朴、具体、

生动、广泛、深刻地反映一个民族演进迁变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大百科全书”。相对于正统的、规范的、主流的“雅文化”而言，民俗文

化更具有本源性、民族性、地域性、标志性的特征。在强调自主创新的

时代，我们更应该珍视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从中汲取

营养、激发灵感，为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陇南位于祖国腹地，甘、陕、川三省交界处，境内山川相间，江河

密布，气候温润，地貌复杂，物产富集。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陇南就有人类文明的遗迹，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

洼文化在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多有遗存。这里是人文始祖伏羲

的诞生地，是秦王朝的发祥地，是三国你争我夺的战略地，是氐民族

称雄一方的建国地，是多民族相互融合而又保持其文化特征的共居

地。陇南在接受普遍社会教化和与外部世界长期交流中传承中华民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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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有民俗民风的同时，因历史和地域、民族和生存方式的差异性，

形成了具有陇南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这是陇南人民群众在

与自然、命运抗争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杰作，表达了百姓的

所思、所做、所娱、所愿，可谓原汁原味、韵律纯正、魅力无限，受到广

泛的热爱和传承，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广传的民歌、民间故事，生动

地再现了陇南亘古以来的历史，演绎了本土上发生的精彩活剧，唱出

了世情、风情、人情和爱情，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善

美的追求；独特的池歌昼傩舞，在面具、服饰、舞姿、内容上都是唯一

的，既传递了一个民族神圣的原始信仰和精神寄托，又展现了舞蹈的

本体源头，给人以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艺术感染力；精妙的工艺制

作，诸如雕刻、泥塑、草编、剪纸、刺绣、造纸等，无不反映出陇南人勤

劳、智慧、尚美的文化特质；庄重的祭庆礼仪，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伦理

道德和行为规范；奇特的婚嫁习俗，如康县南部的“男到女家”，两当

被称为“棚民”群落的“走婚”等习俗，都有较高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凡

此种种，共同绘制了一幅陇南人民生生不息、勤劳智慧、坚韧顽强、勇

于创造、尊礼守约、追求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卷。

对一个民族和地方民俗的尊重，就是对这个群体文化人格和精神

品格的尊重。陇南民俗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

独具特色的人文魅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乞巧”、“池哥

昼”、“高山戏”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和县被命名为“中

国乞巧文化之乡”；有一批专家学者和当地文化人把陇南民俗文化研

究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或毕生追求，开始深入系统研究；有很多艺

术家以陇南民俗为素材，进行戏曲、影视、歌舞、文学、绘画创作，形成

了一些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精品；还有一些精巧的手工

制作佩件、饰物，被都市人当做宝贝和时尚摆放在客厅或博古架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陇南民俗是一座融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文、

艺术、考古等为一体的深厚宝藏，是陇南形成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优势

和重要支点。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后，外来文化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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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渗透，由农耕、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衍生的民俗文化，受到

了空前的冲击和挤压，有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几乎被无情湮没，再

加上民俗文化缺乏文字传承，大多是口传身教，传承人稀少，这就使

得我们相当一批优秀民俗文化有失传的危险，极有可能成为隐隐约约

的文化背影，从而留下重大的缺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基于此，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俗文化的抢救、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市

县都组织专人，并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进行考察，从生发地

一线采集资料，召开了高山戏、白马文化、乞巧等多种类别的研讨会，

取得了一批理论和实物资料等丰硕成果。市委宣传部组织编辑人员历

时三年多，在查阅资料、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广征博收，精心编辑了《陇

南民俗文化》一至四卷，记述了自远古以来陇南民俗文化的发展历程

和众多民俗事象，涉及天文、气象、地理、宗教、历史、神话、信仰、文

学、艺术、医疗等诸多方面，展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民歌、舞蹈、戏剧、

曲艺、方言、童谣、故事、工艺、节令、礼仪等民俗风情，是一部推动地

方文化建设的力作。

站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提出了建设“特色文化大市”的宏伟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出台了一系

列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民俗文化的保护、挖掘、开发、利

用，是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保持民俗文化的真实纯朴和原汁原味，又要有

扬弃地吸收和弘扬光大，从中挖掘出一些优秀的成分，与现代文化元

素对接，由“至俗”变“至雅”，化“腐朽”为“神奇”，从“传统”入“现代”，

使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潜能得到释放和升华，使其更具有强大的经济社

会价值。今后，还要组织有专家学者加盟的强有力的专业队伍，对陇

南的民俗文化进行普查，进一步全面掌握陇南民俗文化的底蕴，深度

研究民俗文化的内涵，加快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加

大优秀民俗文化的宣传和推介，着力打造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

品牌，加大文化产业开发，推动民俗文化与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新

农村建设等有机结合，在更高层次上丰富和影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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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使优秀的民俗文化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地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是为序。

2012 年 4 月 12 日

（王玺玉，中共陇南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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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 赵逵夫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地提出了文化建设问题，这

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

实施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生产总值跃入世界前

几位的情况下，中央及时提出的战略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

盛与否，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就像一个人的素养精神

与身体健康状况与所拥有的财产不完全成正比一样。这是就外言

之。就内言之，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也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

的水平，就像一个人的幸福感与其所拥有的钱财不完全等同一样。

社会上很多的人缺乏公信力，不重视维护公共利益，未形成科学、合

理的生活方式，教育方面存在很多误区等，都是社会发展方面的软

肋。至于很多地方因为发展经济严重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消失了耕

地，更违背了中央“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国际产业发展中，一些

发达国家更重视文化产业，对资源消耗少，对环境破坏少，使用人力

少而利润大，宣传作用大，影响力大。所以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

出文化建设问题，是十分及时的，是夯实持续发展基础的伟大部署。

重视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搞好文化事业，其目的都在于彰显一

个地方的优良传统，表彰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增强自豪感，增强自

信心，在我们祖先伟大创造的基础上，丰富我们的生活。以传统与现

代科学相结合的文化建设，提高了人民的认识水平，改变了人们的

思想观念，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上，在生活上，在人的总体素质上，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等都向前发展。与经济建设比较起来，是增强软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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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二者如同人之左右腿，缺一不可。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总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

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有关，是从远古先民开始因地

制宜慢慢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住、行及婚丧、节

庆、来往礼仪、娱乐方式等；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又不能不将

语言（方言）、谣谚、戏剧等文艺表演、传说故事、民间工艺等包括在

内。其中很多是在长时间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形成的；从其历

时性的一点上，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民的历史。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积累，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会有些不科学

或意识上落后的东西。如果是写民俗史，应该将这些都记述下来，以

反映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前进的足

迹；如果从继承、弘扬的角度来挖掘，评价，介绍给青年一代，介绍给

外地、外国不了解当地风俗的人，使他们由之也具体地了解中国，那

样的话，就要认真研究，作细致分析，必须继承弘扬其优秀的部分，

结合现代科学和新的社会观念，改造、提升其不适应的部分，而批判

抛弃其落后的部分。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与介绍、评价是一项细致

的工作，而从调查、收集、挖掘的方面说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然

而做好民俗文化研究，以彰显我们伟大祖先的创造精神，丰富社会

主义新文化，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摸清家底。把我们的民俗文化遗存先

搞清楚，究竟有哪些东西。因为近半个世纪中，先是各种“破四旧”的

活动，及“文革”十年中的“横扫一切”的当中，很多珍贵的材料被看

做牛鬼蛇神而被毁坏，很多优良的传统被破除。近三十多年中，又因

为经济发展迅速，很多人受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传统文

化的观念大大淡漠，而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追求目标，传统习俗也

消失很快。所以，今天收集这些材料具有抢救的性质，要到较偏僻的

地方去调查，找一些年纪大的人了解，如实记录，尤其要挖掘那些能

反映勤劳勇敢、善于创造的精神和真诚、节俭、互相协作等优秀品质

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生产方式，那些能反映先代淳厚风俗和先辈们创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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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精神的东西。

其次是研究和整理。我们挖掘民俗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

先进文化。民俗文化工作中一定要有这种自觉的观念。不能把什么

都接受下来，看作遗产。比如，我们不能再提倡妇女缠脚，虽然这在

上世纪 40 年代以前是极普遍的现象。自 1919 年在兰州成立了“天

足总会”起，甘肃各县先后都成立了“天足会”，得到很多知识分子、

先进青年的宣传，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才消除了这个陋习。这个

陋习的消除经过了几十年，最终被消除，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前

辈社会精英努力的结果，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支持妇女翻身、提倡

男女平等的结果，我们不能再退回去。在消除各种迷信活动方面的

情形与此相似。唱会戏是借着娱神来娱人，而且时间都在农闲之时

或两次农忙高峰之间，也起着调整情绪、积极休息的作用，是过去城

乡重要的文化活动。但如降神、扶觇之类，就是迷信活动，就不能过

多地渲染和宣扬。有些旧的习俗为揭示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加以

介绍，但必须有所说明或批判。搜集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笑话之

类，更要明确有所去取，本着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的原则，加以选择。粗暴地对一些民俗现象、民俗材料加以删削改

造，简单的塞进一些完全属于今日观念的东西是错误的，但现在有

些学者在提倡原汁原味的口号下，把糟粕也作为精华来宣扬，乃是

离开了民俗文化研究的大目标，也是错误的。

近些年，陇南在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方面先后有几种论著问

世，其热情方兴未艾，故述个人看法如上，与各位从事民俗文化工作

的同志共商。希望大家一起肩负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为推动陇南、

推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两年前，在西和见到陇南市委宣传部张昉部长，谈到她正在主

持《陇南民俗文化》的编纂，要我在具体编撰工作上给予指导，我认

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自然是下力支持的。马长征同志几次

来电话就全书的范围、结构安排等征求意见，我也坦诚地谈了自己

的看法。去年 5 月前后，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开会见到马长征同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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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又交谈了有关该书编撰的事。这项工作发动了全市各县很多人

参与，也吸收采用了一些老学者几十年中辛勤劳动的成果，可以说

是对以前陇南民俗文化分头搜集、研究的成果的总结。

我大体翻阅全书，觉得这套书有下面几个特色：

一、整体框架好，结构合理，包含了陇南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

整个成果分四卷：《戏曲游艺工艺卷》、《节令礼俗卷》、《歌舞谣谚

卷》、《故事歇后语方言卷》，每卷为一册。每一卷又分为几大部分，有

的部分又根据实际情况分为若干类。这从编撰的角度说，可以做到

全面，没有遗漏，而从学科建设方面说，也是对其体系的一种建构，

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开端，如《戏曲游艺工艺卷》包括戏剧、曲艺、游

艺、工艺，其中工艺部分又分为生活用品类（包括刺绣、井盐、铸铧、

酿酒、造醋、麻纸、乐器等）、装饰美化类（包括剪纸、绢塑、根雕、砖

雕、泥塑、脊兽等）、节令风俗类（白马面具、羊皮扇鼓、皮影等）。《歌

舞谣谚卷》分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民间童谣、民间谚语，其中民间歌

曲包括号子、山歌、花儿、乞巧歌、小调、毛山歌等，民间舞蹈包括祭

祀类、民俗类、民间类。谚语每部分是按县区分为若干类，如气象类、

农业类、生活类等等。小调又分为生产生活类、爱情类、历史类等。其

他各卷也都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陇南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

逐渐走向了成熟。

二、主导思想明确，立意好，去取得当。全书整体上反映出对传

统民俗文化的正确把握。这差不多在各部分都可以看出，如降神祈

雨、扶乩、看风水、装神弄鬼的内容，被剔除了，还有些陋习也被排除

在外。这在无形之中起到提炼、选择，突显了优秀成分，张扬了优秀

文化遗产的作用。

三、行文体例一致，风格大体统一，文字可读性强，利于流传。从

各类各篇下面的署名看，有很多人参与这个工作，包括吸收了个别

已逝世学者（如邓剑秋）的文稿，但能合之如一，可见从事主编工作

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向读者们推荐这部关于陇南民俗文化的新著。我想随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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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此书的出版，陇南文化的研究将会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2012 年 2 月 18 日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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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歇后语、方言均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

中所创造的语言艺术，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口头创造

的。民间文学的根源是“原始文学”，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神话、传

说、歌谣等就产生了。随着民众需求的增加，它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的关系更加密切，民间文学不断丰富。它一方面反映着人们劳动、

生活状态及其思想、感情，一方面又为生活、劳动服务，赋予人们以

知识、经验、鼓舞和希望。方言作为民间地方通用的语言，人民大众

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用它来进行以上经验和智慧的传播和交流，

实现了它们的社会价值。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

大差异，从来源上说它们都是根源于原始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替上

层阶级服务的专职人员及宗教执行者将文学日益书面化，使这两种

本来是同一发源的文学面貌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另一方面二者互

相影响，有不少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文学，而不少书

面文学往往是由民间文学发展形成的。此外，由于社会进步，不同民

族都以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基础，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促进，不

断地对文学形式进行选择、改造、加工，使其逐渐民族化。长期以来，

民间文学就具有了辅助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哺养人民大众的精神

活动等社会作用。到了现在，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人们创造了新的

文学式样，如新传说、笑话、故事、歇后语、新方言等，更直接地反映

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愿望，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起着

新的教育作用。

陇南民间故事、歇后语、方言是陇南先辈们在漫长的劳动、生活

中创造的，又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需求。作为陇

南民间文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并表现出了旺盛的

生命活力。由于它们是民间口头创造的，并口耳相传，流行到现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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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社会价值并不一般。究其特征，共有以下几点：一是口头性。

这种口头性就是用地方方言去构思、去表现。而且这种方言是人民

大众所熟悉和掌握的语言，因此才得到了流传。二是集体性。这种集

体性是由个人创作逐渐形成群体创作，是集体思想、感情的大融合，

是个人形成“初坯”之后受到无数次加工、磨炼，不断渗入讲述者、吟

诵者、传唱者的聪明才干的结果。三是传承性。过去民间不能用文字

记录、保存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文化，因此一般都靠行

动、语言来传播和继承，但这种民间文学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人

们的口头上，可见它的生命力是不可低估的。

陇南民间故事、歇后语、方言，是陇南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长期

的发展中，广泛地被陇南人掌握、运用和完善，是陇南民俗文化中的

又一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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