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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逵夫

2007年 8月初，从我校中文系毕业正在中央民族大学攻

读民俗学专业硕士学位的韩宗坡同他的三个同学来我家，就甘

肃民俗方面的一些问题征询于我。韩宗坡是河北人，在兰州上

了四年学，对甘肃的民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他的指导教

师陶立璠教授是兰州永登人，曾同中国民协的杨吉星（民协四

委办主任），杨亮才（原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社长） 等到西和

作过考察，对西和乞巧节有深入的了解。所以，韩宗坡和他的

三个同学都将学位论文的目标定在了甘肃。2007年 6月，由

他作为领队，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在陶立璠、邢莉两位教授的

推荐下，向中央民大申报了一个调查课题：《当代语境下传统

民俗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中的尴尬处境———以

甘肃西和乞巧节为例》，一行四人，来甘肃调查。他们首站先

到兰州，向有关学者了解总体情况。我同他们谈了长期流行于

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风俗同早期秦史与秦文化的关系，谈了

在国内已经有很大影响的洮岷花儿等。当时距乞巧节还有十多

天，他们便先去临夏等地作田野调查。8月 18日，我同我校

青年教师王贵生（兰州大学武学教授的博士，在我处博士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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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站合作进行“中国七夕节”项目，现为甘肃省民俗副主席）、

我的研究生隆滟（现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张银（现甘肃行

政学院副教授）、田有余（现西北师大附中教师），还有我校音

乐学院院长张君仁教授与他的研究生祁明芳（西北师大音乐学

院青年教师） 一起，与其他赴西和采风人员在约定地点会合。

其中有省民协主席、西北民大马自祥教授，省民协副主席、兰

州大学武文教授和西北民大郝苏民教授的两个研究生，还有广

州中山大学康保成的博士生刘红娟等，一起到西和参加首届

“中国乞巧文化旅游节”。

我们乘一辆轿车到西和。在西和又遇到北京来的中国民协

的杨吉星等先生。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和长，中国民间文化抢

救工程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柯杨教授，省歌舞剧院作曲家孙

铁民先生，敦煌艺术研究所庄壮研究员和省民协其他研究人员

等也已先到西和。

8月 18日（农历七月初六） “中国乞巧文化旅游节”在

西和县汉源镇隆重开幕。大会之后，大家到云华山、晚峡湖、

漾水主要源头横岭山九眼泉及周围各处考查，晚上大家到各处

乞巧点上观看，又录音，又照相，真是目不暇接，都说收获颇

丰。次日，在西和宾馆举办了“中国乞巧文化论坛”，除省内

外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方面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北

京、广州、兰州等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

生达十多人。学者们关于西和乞巧节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那次论坛上，韩宗坡在会上也发了言，就西和乞巧风俗

的保护、传承等方面谈了很好的意见。后来，韩宗坡的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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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为《非遗保护的自主性、本身性、整体性研究———以甘肃

西和乞巧民俗考察为例》，次年七夕节他又到西和考察了一次。

他的学位论文完成后曾发给我征求意见。我到北京参加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中，他也特别来宾馆找我交谈。我觉

得他对有些问题的思考是很深入的，他的导师陶立璠先生长期

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兼任中国民俗语学会副理事长、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

副会长，出版过《民族民间文化学基础理论》、《神秘新奇的

世界———民族民俗语审美谈》，先后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近年来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委员兼《中国谚语集

成》副主编，并与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共同发起并创建“中国民

俗”网站。我觉得韩宗坡在陶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篇硕士学

位论文是有意义的。作者具有系统的民俗学知识理论，又经过

一定的科学训练，注重学术规范，又两次在七夕节到西和作深

入的田野调查，考察了西和乞巧仪式的全过程，从他一个外省

从事民俗研究的青年的眼中，对西和乞巧活动内容、特色和传

承、保护情况作了细致的观察分析，对其传承到今天并仍然兴

盛的原因进行了解析。最后，结合西和乞巧民俗的实际，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提出了很有意义

的看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乞巧风俗已经消亡、很多地方的节

令习俗被洋节和流行歌舞习俗冲淡变样的情况下，作者通过西

和这一典型案例对“非遗”保护、传承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是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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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和县的那次乞巧文化节活动中，我还遇到了在礼县教

育局工作的我系毕业生张平和他的同学王亚红。他们两个都是

礼县盐关人。礼县也有乞巧风俗，与西和一样是七天八夜，仪

式也大同小异，但礼县只有东部的永兴、盐官、祁山、几个乡

镇有，其中盐官、祁山在 20世纪 40年代以前曾属西和管辖，

永兴与西和的长道相连。西和、礼县二县的乞巧风俗基本上都

是靠近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即今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一带

的。我于 1990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认为民间传说中的织女由

秦人远祖女修而来，因为《史记·秦本纪》中明确记载“帝颛

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

大业即秦人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第一人。西

和、礼县兴盛的乞巧节，是秦人早期文化的遗留。此次见面以

前，我多次同张平通信，通电话，希望他能把礼县民间流传的

乞巧歌搜集一下，我在《礼县志》中见过礼县农民诗人刘志清

搜集的几首乞巧歌，除其中一些用于乞巧仪式上的歌之外，也

有一些歌唱时事或社会风俗的，很有意义。民间应该还有更多

的遗存，应加以抢救。张平说，王亚红一直对民俗文化和民间

文学感兴趣，所以报考上了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已被云南民

族大学录取，9月份入学，因此特来西和进行乞巧活动考察。

王亚红的指导教师刘红教授也是民族艺术专业博士，一直从事

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完成了 2006年度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伦理

主题”，出版《云南民族民间艺术的伦理观研究》，曾获云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王亚红的学位论文 《乞巧节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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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节为例》，在其导师指导下，

由节俗、乞巧歌词入手，从伦理文化、信仰等方面作了深入探

讨。他为了对七夕节的材料有更全面的掌握，还曾专门到北京

查阅过一次材料。其间所写有关论文与初成的学位论文曾发给

我征求意见，并曾到兰州来过一次。我感到遗憾的是：他是礼

县人，有条件对礼县东部的乞巧歌加以挖掘搜集，以便为以后

的研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但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多少工作，

而主要是用了西和整理的几本书上的现成歌词，着重进行理论

上的分析与探索。所以，在他到我家来时，我问了礼县乞巧歌

搜集的情况后，我就不客气地批评了他。因为我觉得现在再不

加以搜集，礼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那些歌词就永远消

失了，为此我一直感到惋惜。但后来我想，这个工作确实不是

一两个人在短时间中可以做到的。因为这同五六十年代不同，

当时能记得、能唱传统的较早的乞巧歌的人多，而现在这样的

人已不多，得花工夫到各地去查访；他在昆明学习，回家时间

短，七夕节时也只能在有乞巧活动的地方作些民俗考察，要搜

集较早的歌词是难的。无论怎样，王亚红同志完成了学位论

文，而且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从哪一方面来说，也是

有意义的。

我因为小时候家里有一本我父亲在 20世纪 30年代编的一

本《乞巧歌》，听几个姐姐唱乞巧歌，从小也看我们巷道（西

和北关大巷道） 的乞巧活动，很早就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但

因为上研究生时攻读古代文学专业，故虽然文革后人们对旧的

习俗看法变了，不认为全都应该扫荡无存，有些反映着很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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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印迹，体现着一些优良传统和好的观念，还应加以保留，但

我也未能就此做深入研究。到 20世纪 80年代末礼县大堡子山

秦先王陵墓被发现以后，我想到了西和、礼县这个历史悠久的

节俗同早秦文化的关系，才从探讨其源头的方面写了《连接神

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

（《北京社会科学》 1990年第 1期），《论“牛郎织女”故事的

产生与主题》 （《西北师大学报》 1990年第 4期） 两篇论文。

不久，我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文学院院长，主要任务

是建成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此后我一直忙于这

两个领域的科研工作、教学工作和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2004

年卸任之后，同年九月，母校西和一中六十周年校庆，我为全

校老师同学作了一次《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的学术报

告，自己也重拾了这个放置了十二年的大课题。此后西和一中

老师组织学生开展的课外科研学习活动，也便将目标转到了这

个方面，县上有的文化人也开始关注乞巧风俗与乞巧歌的采录

与研究。

当年年底，我决定招四名从事古代民间文学研究的研究

生，联系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流传分化来考察七夕节的形成地

域、传播走向与时间顺序。次年，我所招三名古代民间文学研

究方向的硕士生入学，学位论文题目都定为“牛郎织女传说与

七夕风俗”：一个是从古代诗词曲赋入手；一个从古代小说、

戏曲、曲艺和故事传说入手；一个是考察国内各少数民族和海

外流传的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这三个研究生毕业的一年是

2008年。同年，天津师大毕业、已在西和一中任教三年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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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又考在我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同样是因为对西和底蕴深

厚的乞巧风俗和长久流传的乞巧歌反映的社会变化有极大兴

趣，西和一中以王钊老师为首又组织了“七夕文化研究课题

组”，因此，她很希望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她决定在毕业

后仍回西和工作，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

巧歌的比较研究》。她为此翻阅了大量地方文献，也阅读了不

少明、清与民国初年民歌集。在毕业论文送审与答辩中，也受

到专家们的好评。与她同时考为研究生的还有西和二中的音乐

教师张芳，她考在我校音乐学院，以研究西和、礼县一带乞巧

歌音乐、舞蹈为学位论文。韩宗坡、王亚红、李凤鸣、张芳四

人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对西和乞巧节和乞巧歌的歌词、音乐、舞

蹈作了深入的探讨。

西和县乞巧风俗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甘肃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 2006年 9月 30日公布，在此前后中

国民协专家陶立璠、杨吉星、杨亮才（原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社长）、高育武（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杂志社社长）、赵学玉

（《中国文化产业》杂志社社长）、杨继国（中国民协副主席、

宁夏文联主席）、杨永胜（中国民协摄影协会会长）、柯杨、马

自祥（省民协主席、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杜芳（省民协副主

席） 等都曾到西和进行考察，而且大多来过两次。西和县被中

国民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 6月，西和七夕

节（乞巧节） 被增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自 2006年以

来，西和县已举办四届“中国乞巧文化旅游节”。

2012年 8月 22日至 23日，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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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辑到西和考察后，提出了四条建议，要求西和一定作好乞巧

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工作，省上大力支持

西和乞巧节在宣传、建设、研究上走向全国。今年 1月 22日，

时任陇南市市长的孙雪涛同志在西和县周子强书记陪同下来寒

舍谈西和 2013年乞巧节有关活动，及准备在北京举办高层论

坛之事，我建议将韩宗坡、王亚红、李凤鸣和张芳四人的论文

加以出版，因为这四篇论文是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的，都下了很

大工夫，有一定深度，基本遵循学术规范，对全国民俗文化的

研究是有意义的。陇南市孙雪涛市长和西和县周子强书记又提

到我的《历史的投影———〈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和由我主持完成的《主流与分流———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的传

播与分化研究》、《西和乞巧节》三部书，我答应力争尽快定

稿。现张芳的论文由陇南师专交付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即将

问世，县上决定将李凤鸣、韩宗坡、王亚红三人论文交付甘肃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县文联主席张惠根据领导指示要我写

序，今论其始末如上。我想，这部书一定会引起民俗学家和关

心陇南文化建设的同志的重视。

2013年 6月 7日

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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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分析

一、女性抒情主人公

二、男性抒情主人公

第二节 抒情主人公的言说方式

一、独白的异同

二、对话的异同

第四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艺术价值比较

第一节 审美特征比较

一、构思

二、情感

三、意象

四、语言

第二节 表现手法比较

一、赋之比较

二、比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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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继承与创新

第一节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继承

一、对女性民歌文学功能的继承

二、对女性民歌文学价值的继承

第二节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创新

一、思想创新

二、表现手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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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非遗”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研究

———以甘肃西和乞巧民俗为例

第一章 西和乞巧文化仪式的考察

第一节 西和的人文地理概况

第二节 西和乞巧民俗的仪式

一、乞巧节前准备工作

二、西和乞巧活动的仪程

第二章 西和乞巧文化传承盛况的原因解析

第一节 外部原因

一、当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兴起

三、国际话语的引进

四、政府介入

第二节 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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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主体和传承人的热情

二、传承基础的拓展与传承方式的改变

三、乞巧文化传承的一贯性

四、当地政府与当地专家、学者

第三章“非遗”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思考

第一节 “非遗”保护的自主性原则

第二节 “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原则

第三节 “非遗”保护的整体性原则

结语

第三编 乞巧节俗研究

———以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节俗为例

第一章 西汉水流域乞巧仪式活动考察

第一节 西汉水流域人文地理概况

第二节 乞巧节节日仪式

第二章 乞巧仪式活动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乞巧唱词的内容

第二节 乞巧活动的文化内涵

第三节 乞巧仪式活动功能

第四节 乞巧节与牛郎织女传说关联

第三章 乞巧节的渊源流变及其生发传承机制

第一节 乞巧节的历史渊薮

第二节 乞巧节的历史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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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当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各地政府对

本地方的民俗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但仍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

消亡的威胁，特别是七夕节的乞巧活动。这种始于汉代的乞巧

风俗是女性，尤其是姑娘们在成人之前参与的最为重要的社会

活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之参与乞巧民俗文化活动

的女孩子们学业负担日益加重，乞巧风俗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

力，参与乞巧的人员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甘肃陇南西

和、礼县一带还保存着较为原生态的、浓郁的乞巧风俗。在长

达七天八夜的乞巧过程中，姑娘们要唱大量的乞巧歌，反映了

当时女性的心声。西和乞巧风俗也因为自己独特的魅力，而被

称为中国乞巧风俗的“活化石”。

本书由三编组成，以西和乞巧风俗与乞巧歌为考察对象，

理清乞巧歌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方面的关系，以西和乞巧民俗

为例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原则，

进而探索乞巧风俗千古流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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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乞巧民俗研究

第一编是李凤鸣的《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比较研

究》。

在后世对民歌的研究论文中，对清代民歌的研究仅仅是从

音乐史、曲调等方面进行评价，而对其文学性、整体性的研究

要显得单薄，尤其是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研究更是远远不够。而

过去研究民间文学的文人对这些流传在全国各地的乞巧歌很少

关注。作为仪式歌中的节令歌，乞巧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

己的特点，它专门反映了女性在婚姻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思想

感情。因此，本文认为它与清代女性民歌既有许多相似之处，

又有些不同之处。今将它们作比较性研究，以彰显它们之间的

联系与区别。

由于清代对民歌的指称缺乏统一的名称，故后世的古代文

学史、民间文学史以及研究论文中对清代民歌的指称也是各不

相同，如称之为“歌谣”、“通俗歌曲”、“小曲”、“俗曲”、

“时调小曲”、“民歌时调”、“民歌”等等。本文均以“民歌”

称之，并将题材上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内容上以反映女性

的情感、生活、命运等为主要内容的清代民歌称之为“清代女

性民歌”，时段限定在 1644 年清人入关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之

间。乞巧风俗盛行于全国大多数地方，如甘肃、陕西、四川、

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甘

肃西和、礼县、天水一带的乞巧风俗至今还保留着原生态的风

味。特别是西和乞巧节，因其时间之长（七天八夜）、规模之大

（13个乡镇）、参与人数之多（每个乞巧点 10—20人，有些达

30人，甚至上百人）、乞巧歌保留之多、民俗程式保留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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