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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是全国回族主要聚居区、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地处宁夏
南部、六盘山麓，西安、兰州、银川三省会（首府）城市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
固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是古丝绸之路必经地段、萧关古道、商贸集
散地，历代文人吟唱凭吊，遐迩商贾咸来交易，各族百姓世代融合，游牧文化和
农耕文化在此孕育了丰富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出土文物久远独特，价值连城，成
就了固原“国家重点博物馆”；非物质文化绚丽夺目，风格卓异，成为宁夏回族自
治区“非遗”重点保护传承基地之一，它们是固原人民的丰厚精神财富。

固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并沿袭下来的民
族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承载着
民族精神与情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文化认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
特色。今天六盘山区回族群众中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本民族特有的风俗
习惯，如清真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婚葬习俗、节日习俗等，这都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范畴。回族群众热情豪放，能歌善舞，他们以花喻人、状物、言事、抒
情，创造了自己的民歌“山花儿”，在山野即兴高歌，乐调粗旷悠扬，回族风情
极为浓郁，六盘山区因此被誉为“花儿家乡”。回族群众在生产劳动之余踏歌
起舞，兴致勃勃，浪漫热烈的气氛弥漫田野，这种踏脚是一种舞蹈更是一种
竞技体育，参加活动的人们活力四射，充满自信，民族凝聚力油然而生。方
棋、口弦、戏曲、社火、绘画、剪纸、刺绣、雕塑等都是各族当地群众生活情趣
的写照，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这些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
影”，既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对传承民族文化血脉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是珍贵的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然而，我们一些主

序

固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固 原 市 政 府 副 市 长

周庆华
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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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地或部分地失去了生存与
繁荣的土壤，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临消亡，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
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
民间许多传统艺术形式和技能失传；外来文化也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如
重阳、元宵、七夕节等受到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的冲击被渐渐淡化，这很容易
使我们失掉自己的民族记忆。

整理编辑《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抓好固原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唤起民族记忆，增强文化自觉，增进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
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年，我们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加大保护工作力度，积极申报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在普查的基础上，用文字、图片、音像、多媒体等手段进行真
实、全面的记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编辑出版了《固原历史文化丛
书》、《六盘山文化丛书》、《六盘山民间故事》、《原州区民间故事》、《西吉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隆德农民书画作品集》、《泾源县泾水系列丛书》、《彭
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等系列丛书；围绕花儿家乡，打造花儿精品，创编
了大型花儿歌舞剧《王洛宾的花儿情》和音乐广播剧《六盘山花儿留住你》，
制作了《六盘情韵》、《六盘花儿飘》光碟；从 200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花
儿漫六盘”花儿歌手电视大奖赛；建立了西吉县火石寨和原州区张易镇“六
盘山回族花儿”传承乡镇、隆德县杨氏家族泥塑作坊传承点、泾源县香水镇
园子村“踏脚舞”传承村，同时，踏脚舞和山花儿进了校园；鼓励和扶持从事
传统手工技艺和表演艺术的老艺人招徒传艺；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日”开展
宣传；开展刺绣、剪纸、泥塑、抟土瓦塑、纸织画、草编、雕刻等手工艺品生产
性保护，走产业化保护的路子。

借十七届六中全会东风，《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将出版，这是
对已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的丰富，让人们得以全面了解固原非物
质文化遗产状况，增强全民保护意识。借此谨向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
掘、整理、保护、传承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和编辑出版本书的同志表示感谢！

2011 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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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宁夏全区都是佼佼者。这是先祖对我们的厚爱，也是历史对

我们的馈赠。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掘、整理出来，展示、传承下去，用

优秀文化的感染力提升人们的思想，激励人们的精神，净化人们的道德，

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睿智，既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是广大文化

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经过 4年多的普查，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代表性的项目就有

15 个大类 148 个项目。完成国家级项目名录 2项，国家传承人 2人，自治

区级项目名录 25 个，自治区级传承人 29人，市级项目名录 30项（第一

批 25项，第二批 5项），市级传承人 5人。其中六盘山花儿传承人张明

星、朱小平的六盘山抟土瓦塑制作技艺分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栖鹤家族泥彩塑艺术也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杨栖鹤、杨佳年父子两人被认证为其项目传承人，并被评选为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杨氏家族泥彩塑艺术初步形成了集泥塑、

彩画、木刻、章雕、剪纸等为一体的“杨氏家族艺术”风格，且具有独特的

民俗性和地方性。唐永祥的固原古城硬花活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还有

剪纸、刺绣、纸织画、草编均获区内外大奖。隆德县的高台马社火被拍成

电视专题片广泛播映。泾源县的回族踏脚曾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全

国民族运动会。隆德县的民间祭山、北联池祭祀活动保存了古老的民俗

主编寄语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周庆华



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六盘山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创造

智慧，体现了固原市各民族人民卓越的创造力和高雅的生活情趣。

文化部门的同志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

面了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

关数据库。这次印刷出版《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向全社会

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使之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我坚信：固原人民的精神财富定会积聚如山，固原人民的文化生活

定会璀璨烂漫。

借此机会，我也向《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全体编辑人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对关心、支持《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辑出版的

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 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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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固原的历史孕育了绚丽斑斓的文化，从而使固原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固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视，固原市各县（区）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队伍的建设，
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学习及人员的培训，强化了普查力度，拓宽
了普查范围，理清了普查思路，确定了普查人员，摸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基本情况，使普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
以及绘画、剪纸、社火、泥塑等民间艺术千年流传。花儿、口弦、踏脚、回族刺
绣等普遍受到人们的青睐和社会关注，其优秀成果已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精
髓得以保护、传承、发展。
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于原州区、泾源县、西吉县、隆德县、彭

阳县。其中分布区域主要有原州区炭山乡、张易镇的“山花儿”，清河镇高红
村的“抟土瓦塑”、各乡镇的“民间故事”和“剪纸”。泾源县香水镇园子村的
“回族踏脚”，泾河源镇、黄花乡、新民乡、惠台乡等 4乡 3镇，114 个行政村的
“回族方棋”，泾河源镇底沟村的“回族赶牛”，泾河源镇、黄花乡、新民乡、惠
台乡等地的“泾源回族民间故事”和“刺绣”。彭阳县红河、茹河流域的“纸织
画”，茹河东部城阳乡茹河南岸红河乡“草编”，白阳镇周沟村的“泥塑彩绘脸
谱”。西吉县及六盘山境内的“回族口弦”、火石寨乡石山村的“西吉民间木
雕”，白崖乡白崖村、吉强镇、火石寨乡、西滩乡、玉桥乡“回族山花儿”、西吉
县吉强镇万崖村的“西吉春官词”，新营乡、将台乡的“皮影”，县城境内的“戏
曲脸谱”，马莲乡、将台乡、沙沟乡及各乡回族的“西吉民间回族劝力歌”。隆
德县沙塘镇和联财镇的“民间绘画”、沙塘镇的“民间篆刻艺术”、温堡乡杨坡
村的“杨氏家族泥塑”、杨河乡杨河村和奠安乡马坪村的“刺绣”、杨河乡串河
村和沙塘镇和平村的“剪纸”、凤岭乡于河村的“砖雕”、山河乡王庄村的“高
台马社火”、山河乡王庄村的“祭山”，隆德县观庄乡前庄村的“六盘山九龙山
莲花池”祭祀民俗等项目。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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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普查、保护的进行，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通过普查，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价值而面临濒危消亡的项目，采取了
拍摄音像资料、收集实物、派专人学等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如
泾源县文化馆组织专人编撰了《泾源回族踏脚教材》一书。通过普查、挖掘，
把踏脚由过去留下来的 10种动作，发展到现在的 24种动作，并通过“踏脚”
进校园活动，把踏脚列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大大丰富了踏脚的内容和踏脚的
高难度动作。隆德县投资 2000多万元建设了六盘山（隆德）文化城，占地 20
亩，总建筑面积 1.3万平方米。现已吸引县内及银川、兰州、庄浪、静宁、平凉
等周边市县擅长书法、绘画、剪纸、泥塑、刺绣、砖雕、篆刻等 122户文化商家
入驻，成为辐射六盘山周边省市县的文化创业基地和创业平台。泾源县成功
招商 100万元，注册成立了宁夏泾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功开发了“泾源
十大神话传说”精品剪纸礼品系列；“泾源十大神话传说”纸织画系列；泾源
民间民俗精品剪纸壁挂系列等文化用品，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探索出一条
文化产品产业化开发的新路子。编辑出版了《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泾源县泾水系列丛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

固原市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15 个类别 148 个项目的调查，完成国家
级项目名录 2个，国家级传承人 2人，自治区级项目名录 25 个，市级项目名
录 30个，县级项目名录 113 个。共填写各类传承人表格 16250份，撰写传承
人传略 217 份，拍摄照片资料 14000多幅，拍摄录像资料 120小时，录音资
料 158 小时，普查乡镇 62个，村组 1100多个，完成调查报告 194份。积累了
经验，锻炼了队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隆德县杨氏泥塑、原州区
张明星“山花儿”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吉社火春官词》
等 20个项目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及各县（区）先后公布
了市、县（区）25项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各县（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室。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奖励。隆德县文广局获得国家文
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隆德县文化馆副馆长张国
勤同志被文化部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西吉县先后对马莲、将台、田坪、兴隆、吉强、火石寨、白崖 7个乡（镇）26

个村（组）100多户人家进行了有代表性的重点普查，申报了“社火脸谱”“春
官词”“民间刺绣”“回族口弦”“回族劝力歌”5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回族口弦”被确立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普查申报了 24
位 60岁以上的濒危民间艺术传承人；确定了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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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传承人，初步培养一批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要为：花儿歌手李凤
莲、马少云；剪纸马彦莲、张淑芳；砖雕马凤章；木雕杨志忠、王安贵、王安云；
民间饮食海明元、米国岐、马存礼；民间故事为李振甲；春官词为司效堂；回族
劝力歌有赵甲福；西吉民间小曲有金要莲；西吉民间皮影为安维汉、曹志新、
谢克选、李岐；西吉民间刺绣为马桂花等。申报和命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艺
术之乡即 187项目实施村———火石寨石山村。完成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档案资料数据库的建立，上传文字 10多万，图片 200多张。完成自治区民研
所交办的 1982～2007年西吉“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民歌”等 3项 12
个普查任务；完成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个、县级目录 15 个、征集服饰
12件、建筑构建 10个、生产用具 5 个、工艺品 60个；拍摄录像资料 20小时，
录音 5 小时，拍摄图片 2000余张，整理布展非物质文化展室 1处，筹备出版
了《西吉春倌词》《西吉民间谚语》《西吉花儿汇编》《西吉民间故事精选》《西吉
戏剧脸谱》5部西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

隆德县先后完成了全县 13 个乡镇 3979户农家重点普查工作，确定了
城关镇七里店村、杨河乡串河村 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试点基地；遴选
申报了《隆德农民画艺术》《隆德雕塑艺术》《隆德刺绣艺术》等 8 个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占首批公示的 33 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品目录推荐项目近四分之一；《隆德高台马社火》等 4 个项目被推荐申
报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编辑出版了《隆德农民书画作品
集》《隆德剪纸艺术———张炜剪纸》等专集。2007年 10月，在隆德沙塘镇清泉
村和和平村举办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演示，完成普查项目 38 个、撰
写普查报告 38 份，完成录音带 18 盒、光盘 9 盘、录像带 16 盒，拍摄照片
1268张，筛选重点项目 20个、重点传承人 15 个。2007年 11月～2008年底，
又对观庄、杨河、张程、奠安、山河 5 个乡 4560户农户进行了拉网式普查，遴
选出苏氏民间社火脸谱、隆德回族婚礼服饰 2个准备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民间民俗“祭山”、生产传统习俗“烧造”2个准备申报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打台戏、中医、武术等 11 个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民间小戏打台，面对当今时代变迁和文化媒体的传播的普
及，使得这一传统的宗教祭典活动不能处于主导地位，受传统道德信仰观念
的影响，项目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使这一传统的祭祀活动即将面临逐渐消
亡的危机。民间社火议程的传承人，年龄已 70岁，家境贫困，保护和维护民
间社火议程日益迫切。隆德县流传百年的民间体育项目“吆逐”“狼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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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方”“打杠”等活动，面临着狭小的发展空间，活动空间的场所缩小，外出
打工人员增多，对此项流传百年的“吆逐”活动开始淡漠。隆德县赵氏家族武
术传承对象以学生为主，由于缺少大规模健身场地且传承者多从事农事，校
园生活压力大，缺少习武时间和资金，赵氏家族武术已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彭阳县印制普查表格 3000余份，对全县 12个乡镇进行了全面普查，整理
出了 10大类19个子项目；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项（草
编）。草编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这一民间艺术将
面临衰落、断层，乃至濒临消亡的处境。彭阳纸织画申报为固原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已有 1300多年历史的纸织画是我国特有的工艺美术品，与杭
州丝线画、苏州刺绣、四川竹帘画被称为“四大家织”。由于其制作方法精巧复
杂，加之战乱以及受传统的“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封建家规的影响，这一传
统艺术面临断层、失传乃至濒临消亡的处境。民间木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建
筑形式及建筑材料的重大变化，传统砖木结构建筑日渐式微，现代钢筋水泥建
筑日益普及，这就使民间木雕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泾源县抽调 8名专业骨干对全县 7个乡镇进行了传承保护点和内存文
化示范点普查及摸底工作，确立了花儿传承保护点 1 个、民间器乐传承保护
点 1 个、踏脚传承保护点 1 个，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 1
名。2004年国家文化部批准泾源县回族踏脚舞为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2009年踏脚舞又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从 2007年 11月开始，泾源县实施了踏脚进校园活动，在泾源一
中、职业中学、香水镇园子小学建立起 3 个示范点。对泾源县山花儿和民间
器乐进行了普查建档，组织传承人制作民间器乐，目前已经完成了口弦、泥
哇呜、杏核哨、米拉杆、牛角号、桦树皮鼓、木梆子等的制作，制作的这些器乐
已被银川市曲艺团等单位收藏。

原州区对全区 11 个乡镇进行了全面普查，普查范围涉及 10大类 24
项，征集到民族花儿 16首、民间剪纸 500 张。
这次编辑出版的《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辑）是固原市公布

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以后还将陆续公布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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