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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 “故事卷 ( 一) ”、 “故事卷

( 二) ”、“歌谣卷”和 “谚语卷”的出版，是件值得庆贺的大

事。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好书，也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说它宝贵: 其一，是面广、量大、底蕴深厚，集中收录了

流传于镇原一带创世、幻想、神话、生活、动物、植物、人物、

风物、地名、革命、寓言、讽喻、逸闻、诗歌等类型的 465 个

故事，2255 条民间谚语，246 个民间歌谣，极富引人入胜的传

奇色彩。融地域性、趣味性、可读性、资料性、教育性于一炉，

是珍贵的一方水土养育的 “文化记忆”。其二，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征集，历经四十多年风雨，经过文化馆、文化站几

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的，是镇原历史文化的结晶。参与此项工

作的讲述者、搜集者、整理者，很多都已经作古，抢救性地保

存下了这笔文化遗产，为文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的组织

者、编辑者已经退休，完成他们的未尽心愿实是一件功不可没

的盛事。其三，《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和早已成书的全省其他

市县的民间文学集成相比，无论从历史跨度、内容、形式和数

量、水平上讲都是少有的佼佼者，诚可谓厚积薄发、后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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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 “早怀迟产”，却因 “母体”营养丰富、底气足、天分高、

发育好，终成未弃的幸运儿，是 “优生优育”的令人刮目相看

的 “宝孩儿”，谁不想搂在怀中亲亲，为它挂个 “百子兰孙”

的 “长命锁”儿，庆贺一番!

还值得庆贺的是，《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几经风雨，历时

数十载，千百人承传，数人整理，多次转手易稿，经过有心人

保存、整理，终于拂去岁月风尘，以诱人的风采展现在世人面

前。这期间，不少乡镇文化站干部进村入户、访问、记录，留

下了许多原始资料。经县文化馆全体职工一页页筛选，一篇篇

修改，一句句校正，才使这些宝贵财富重现于世，显示出其应

有的价值。拜读之后，我们被这些未散佚、未被污染的原汁原

味的民间文化宝贵资料所深深地吸引、征服和震撼。因此，《镇

原县民间文化集成》的出版，完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弥

补了历史的空白，是一件继往开来的盛事，应该说，为镇原贮

存了鲜活的 “血源”，保存了活着的文化 “血液”，它将为镇原

乃至庆阳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撑。

镇原是东汉著名思想家、政论家王符的故里，王符一生不

仕，终老于临泾，传世 《潜夫论》，提出法治和德化并重、清明

政治、廓清吏治、务本去末、移风易俗等一系列重大治国方略。

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世，他的文风亮节使人铭记于心，至今

仍在镇原一带流传着不少故事。“集成”中收录了有关王符的故

事 《潜夫古柏》 《潜夫论成书的传说》等多达二十篇。镇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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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文化大县，人杰地灵，几乎所有地名皆有传说轶闻，有些

以地方闻名，如 《殷家城的传说》; 有些是以人物命名，北魏出

过四位皇后的 《皇后湾》; 有些是以特产诱人，如金针菇千里香

的 《黄花台》……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涵盖久远，故事中，世

上万事万物都可以人格化，如 《公鸡精》、《金芦笙》、《野狐

精》等; 在善良人们心中，一切皆有灵性，如 《宝扇通》、《海

钥匙》等; 未被认清的事物，就用 “古经” ( 故事) 解释，如

《狗为啥汪汪叫》、《长命灯》、《年的来历》、《筷子的来历》、

《拜天地的来历》等，都有出处; 歌颂善良，鞭笞邪恶，是民间

故事最为常见、也是最拿手的表现方式，这类故事在 “集成”

中极多，如 《改春联智斗财主》、《伙计智斗财主》、《机智的放

牛娃》、《金末子》、《贤妻》、《取虎奶》等; “忠、孝、仁、义、

理、智、信”，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扎根在民间，民心最为崇

尚，这类题材在 “集成”中表现也很多，如 《害人害己》、《白

蛇》、《夫妻情》、《桑树泪》、《将恩不报反为仇》、《七张画》、

《石狗》等; 还有很多在镇原生活过的历代文化名人流传的故

事，如 《尉迟恭在镇原的传说》、《药王的传说》、《赵颜求寿》、

《公冶长的故事》、《包公治猴》、《解学士的传说》、《鲁班修

桥》、《刘秀传说》等; 至于歌谣、谚语也是富含哲理，生动有

味，引人入胜。所以说，《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内容极其丰

富，包罗万象，是庆阳市近年出版的民间文学之最，是一部民

间文学的荟萃、民俗学的宝典、民间文化的 “百科全书”，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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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厚重大气、朴实生动; 形式多样，

有鸿篇巨制，也有歌谣、谚语; 语言精当，质朴，口语化，个

性化，是优美的通俗文学作品，适宜群众阅读。篇章婉约典雅，

文笔洗练，值得欣赏玩味，极具保留传史价值，集中展示了口

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优势和特色，是文学作品的丰腴基地。具

体如下: 一是鲜明的民族特色。镇原曾是古羌族和匈奴盘瓠族

居地。《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产生于风光优美、民风淳厚、历

史上多民族聚居之地的镇原，这就和单一汉族的居住地相比，

多了些侵扰，多了些苦难，多了些抗争，多了些求和希望安居

的风俗及其心理。这在王符一集故事中都有记述，如 《王符与

皇甫规》、《避祸匿子孙》中都有对 “西羌故事”、“祸及百姓”

的记述。《皇后湾》中的北魏的 “充华嫔”胡太后 ( 承华) 就

是茹水之秀; 《万俟》中记有上肖乡的万俟村，恐怕是陇东唯一

的鲜卑人万俟丑奴的后裔。这些资料，是研究民族地域文化的

宝贵财富。二是突出的地域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镇原物

华天宝，资源丰富，金针、杏子、书法、绘画、文物名播陇上，

被誉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红杏之

乡”、“黄花菜之乡”等，故事中这些内容生动传神，凄婉感人，

像 《王符写字的故事》、《黄花菜》、《黄花台》多篇。在表现手

法上，多以人们便于接受的语言为主，如 “千言万语说不零

干”、“满满一夜”、“长得攒劲，心底也好”、“日头几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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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顶当小伙子”、“你在这搭干啥?”、“忘了外边装银两的被

褡”、“在哪搭儿”，等等，说起来分外亲切，似乎让游子凭着这

些 “生命的印记”，一下找到 “乡党”，听到 “乡音”，了解民

风民情，似乎不着边的故事一下入木三分，近情七分，说到人

心坎里去了。民间谚语中 “桃饱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

人”、“干榆湿柳渠边杨，桃李栽在山坡上”、“驴子是个怪，骑

着比牵着快”、“麦子快黄就搭镰，免得风雹惹麻烦”等都是镇

原劳动人民在生活生产劳动中总结出的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智慧

语言，对科研、生产都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三是准确

精当的语言，使故事愈加生动传神。语言，是民间文学成功的

“试金石”、“稀有元素”。民间歌谣中有一个姑娘想念意中人，

“拾了个铲铲打了个镰，心闲弄了个心不闲; 拾了个麻秆钉了个

秤，星定弄了个心不定”，利用中国语言的多种修辞手法，将一

个少女那种朦胧情愫描写的惟妙惟肖，真是语言艺术的精华，

让人回味无穷。民间故事 《左怀庆评理》中说: “一沾上 ‘情’

字的边，‘理’字就矮了半截。”“公道轻，人情重，酒肉压折

一杆秤。”极富哲理。《家的故事》描写人物生动自然，个性鲜

明: “地主婆一见刘涛大声地说: ‘哎呀’，这半大小子，要吃死

老子，能吃不能干，留不得呀!”写刘涛讨吃要饭艰难，深深打

动读者: “他走了一村又一村，哪一条路上都有房子，可哪一座

房子都不是他的家，哪一条路都是敞开的，可哪一条路都不是

他的活路。”写长工生活的艰辛，没有保障，“吃的是霉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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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糠，烂菜叶子。睡在挨猪圈的草棚里，夜里冷得就抱几把

草，蜷在草堆中。”写地主苛刻狠毒，把长工的命看得一文不

值: “你不放羊去埋死人 ( 指长工的母亲) ，你娘值钱还是我的

羊值钱?”地主让他赔羊，说: “一只羊，一年下三个羔，一只

羔羊八斗粮，一共二石四斗粮。”干了活，没有工钱，但欠下了

账。真是算不完的 “驴打滚”，还不清的 “阎王债”，吃人不吐

骨头的 “大灰狼”! 故事引起读者共鸣，让人一读就放不下，读

后久久忘怀不了，这就是语言艺术的作用。《镇原县民间文化集

成》的价值就在这里，是让人反复吟诵，爱不释手的一部优秀

的民间艺术作品。

总之，《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可圈可点之处还很多，只要

认真研读，读者自能领会真谛，获益颇多。这里只能抛砖引玉，

恕不一一赘述。《镇原县民间文化集成》就像一座 “绿莹莹的宝

光湖”，有取之不尽的宝物，只要有金马驹就会驮出十分诱人的

宝藏。这 “宝”不只是文学的，还有历史的、民族的、地理的，

民俗风情的、哲学的、科研的、教育的、伦理的、心理的、艺

术的……读吧，它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没被污染的民间世

界，会给我们一个文雅洁净的心灵空间，让我们尽情地放飞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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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养 篇



行船不能没有方向，人生不能没有理想。

要学鲲鹏飞万里，不当燕雀恋小巢。

胸无志向，枉活一世。

鸟无翅膀不能飞，人无志气无作为。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自信是事业的基础。

人争气，火争焰。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人凭志气虎凭威。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

草若无心不发芽，人若无志不奋发。

骏马无腿难走路，人无理想难进步。

千重困难，挡不住一条决心。

万丈高峰，土篮担平。

路不行不到头，事不为不成功。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想，要壮志凌云; 干，要脚踏实地。

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人心高过天，做了皇帝想成仙。

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

人怕没志，墙怕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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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万次空，不可一日松。

宜从大处落墨，莫在针头削铁。

山高高不过脚面，路长长不过双腿。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好汉全靠志强，好苗全凭肥壮。

鸟贵有翼，人贵有志。

不怕山高路远，就怕脚软没胆。

不怕路长，只怕志短。

没有爬不上的山坡，没有渡不过的江河。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山高流水长，志大精神旺。

无志山压头，有志山低头。

事业要好，先要志高。

十月怀胎一样生，哪有穷命富命分。

千年瓦片也有翻身日。

只要迈步总不迟。

疾风知劲草，困难显英雄。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自大不值钱，虚心受人赞。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骄字不倒，前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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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心要空呢，人心要实呢。

小心天下取得，大意百事吃亏。

胆大心细有作为。

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

走路往前看，做事往后想。

真人不说假话，明人不做暗事。

一次骗朋友，终身害自己。

树直用处多，人直朋友多。

不怕人不敬，只怕己不正。

脚正不怕鞋歪，人正不怕路滑。

身正不怕影子斜。

身子正，脚跟硬。

新衣服头次洗净，人从小就要端正。

大人不正，小孩不敬。

肚里没邪气，不怕冷风吹。

肚子没冷病，不怕吃西瓜。

鸡蛋不裂缝，苍蝇难下蛆。

·4·

谚谚谚 语语语 卷卷卷



刀伤药虽好，不破手为高。

根不正苗必歪，葫芦不正瓢必斜。

正人先正己。

宁可无钱，不可无耻。

人活脸，树活皮，墙洼①活了一锨泥。

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

打人三日忧，骂人三日羞，偷人三日愁。

行为不正经，舌头短三分。

奶名都是父母起的，坏名都是自己惹的。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善人流芳百世，恶人遗臭万年。

一毫之善，与人方便; 一毫之恶，劝人莫做。

少活爱，老活德。

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

日间不做亏心事，夜里应无切齿人。

遇事先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量。

别看自己一朵花，别看别人一脸麻。

别把自己看成柱石，休将他人比为茅草。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耳之言岂能全信。

秃子不要笑和尚，摘下帽子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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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长不要笑，说你短不要跳。

怪人不知礼，知礼不怪人。

贬低朋友不道德，提高自己不光彩。

利刀割体痕犹在，恶语伤人恨难消。

静养怒中气，提防信口言; 留心忙里错，爱惜有时钱。

话大不算高，请教不算低。

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水清见底，明镜照心。

话不要说死，路不要走绝。

宁叫人负我，切莫我负人。

心口如一终究好，口是心非难为人。

宁学蚂蚁腿，不学麻雀嘴。

不怕人笑话，只怕自己夸。

谦虚的人大话少，骄傲的人爱吵吵。

能猫不叫，叫猫不能。

好把式不在嘴劲上。

空桶咣当，满桶不响。

量小非君子，心毒不丈夫。

宰相肚里能撑船。

将相头顶堪走马，公卿肚里好撑船。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得理应让人，让人不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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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一着，天地宽阔。

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

树大伤根，气大伤身。

吃亏长见识。

吃亏人常在，刁钻不到头。

若要好，大让小。

让人三分不为输。

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

雾中要学山上松，风前不做墙头草。

宁做麦子杆，不做莠草穗。

银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花美靠颜色，人美靠品德。

平为福，和为贵，仁义道德当为最。

要受人尊敬，首先尊重人。

抬手不打无娘子，开口不骂老年人。

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肯饶人。

穷莫穷于无术，富莫富于积德。

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居先。

没吃三天素，岂可上西天。

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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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笑猪黑，自丑不觉得。

有错不知改，好比下雨背干柴。

聪明人有错就改，糊涂人见错就瞒。

强中还有强中手，莫在人前自夸口。

听人劝，得一半。

千金难买回头看。

知足常乐。

贪小便宜吃大亏。

大人不计小人过。

勿饮过量酒，莫贪无义财。

宁拆三座庙，不破一家婚。

不怕一万巧，就怕万一错。

鸟靠翅膀，人靠智慧。

多叫一声哥，少走十里坡。

三句好话当银钱。

树干生得牢，不怕风来摇。

滚的不稳，稳的不滚。

明人自断，愚人官断。

神无大小，灵者为尊; 人无大小，贤者为尊。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活百年。

宁在人前全不会，莫在人前会不全。

人靠心好，树靠根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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