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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西吉县是我区南部一个农业、文化大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西吉奇特的山水，秀丽的风光，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

族民间文化艺术。

近年来，西吉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西

吉民族民间的优秀文化，积极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寻找自

己的文化亮点，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在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编辑出版了《西吉春官词》《西吉民间戏曲脸

谱》《西吉民间谚语》《西吉民歌精选》《西吉回族民间故事精选》

《西吉民俗大观》《西吉非遗图录》《西吉民间建筑图释》《六盘山地

区回族口弦》《西吉民间饮食》10本为一套的《西吉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丛书》，这对我区当前全面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将产生非常有意义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庆贺的大事！

西吉县位于六盘山腹地，由于地域偏僻，民间艺术诸如民俗、

宗教、音乐、美术、工艺、舞蹈、戏曲、文物、人文景观等，至今还保

存得相当完整。为了保存民间艺术的原生态面貌，给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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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工作显现了

它的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族民间文艺的第

一手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优秀民间文艺的传播，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民族民间文艺的繁荣，都是非常重要的。西吉县的党

政领导高度重视了，西吉县的文化工作者积极做到了！他们在县

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拿出经费，投入文化建设，积累文

化财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党政领导的这种胸怀

和气概，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赞誉。

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民间艺术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寻找“历史的痕迹”，打开封闭性

发展的保守思想，更好地发展，更好地继承，更好地保护优秀文化

遗产和民间艺术的精华。我们要大力张扬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

宣传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西吉县这样做了，他们做对了，也作出

了成绩！

我希望西吉县的领导和文化工作者，今后把民族民间文化的

发掘、整理与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结合起来，使文化转化为生产力，

使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保护。要充分认识

民间艺术资源的发展潜力及其经济价值，既看到其艺术的“事业”

性质，又要看到其“产业”的利益性，要注重开发利用那些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传统文化资源，将巨大的民间艺术资源转化为经

济优势，促进民间艺术与旅游、经贸的结合，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

西吉民族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还要重视从民族的实际情况出

发，充分考虑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长期有效的保护机

制；尊重民族的文化习俗，认真研究回族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

短，探寻一条既符合西吉县的客观实际，又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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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继承、弘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自信

心，促进西吉地方文化艺术的加快发展。

马存贤同志是西吉县文化局局长，当他把厚厚的一摞书稿放

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为他谋划事业的雄心和实实在在干文化的精

神感到高兴。马存贤同志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平素他坚持文艺创

作，又酷爱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他的小说影响过许多读者，作为县级

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发挥他的这一优势，去策划、组织、实施基层

文化的重大活动，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这点，在他和杜斌同志执

行编辑的《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选题上就能够看出来。

在这里，马存贤同志还特别提到为《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丛书》辛勤编写的王知三同志。他长期从事六盘山地区的民俗文

化研究工作。为六盘山地区民俗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作出了贡

献。他编著出版了地域文化书籍 30多本。2001~2005年，他承担了
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2001年被我厅聘
请为 2001~2004年度宁夏“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 2001年度
文化部重点课题《六盘山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探究》”课题组的

主要成员，出色地完成 50万字的初稿编写工作；2005年又为泾源
县撰写了宁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试点项目《宁夏回族

踏脚舞》论证文本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宁夏泾源县“回

族踏脚舞”调查工作方案》。在六盘山地区策划、组织、举办了 10
多次地域民俗文化研讨活动和旅游资源开发论证会议，他倡导六

盘山大地域文化的观念，在国内外民俗文化界受到赞誉。

马存贤同志嘱我为丛书写序，鉴于他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便欣然答应了。作为基层文化部门

003

序 一

PDF 文件使用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http://www.fineprint.com.cn


的“娘家人”，我应该支持他们的工作，肯定和鼓励他们为地方文

化献身的精神。感慨之时，便写了以上的话，谈谈我的感想，意欲

与西吉同仁共勉，如可以，那就算作《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的序言！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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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西吉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即将付梓出版，这是西吉县文化

工作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凝聚着文化工作者默首笔耕和辛勤劳动

的心血和智慧。

文化建设关系社会文明的进步，关系民族素质的提高，关系

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近年来，西吉县牢固树立文化大县、文化强

县理念，着力打造西吉“历史文化、自然文化、红色文化、回族文

化、民俗文化、成果文化”六张牌，不断推进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

繁荣，文化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群众文化丰富多彩，文学创作日趋

活跃，文艺活动推陈出新，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深入开展，增强了全县人民加快发展的凝聚力，被文化部

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西吉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独特

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更是绚丽多彩。流传广泛的回族花儿、砖雕、木雕、剪纸、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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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社火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

内涵。为了抢救和保护好一批珍贵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

年来，西吉县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加强机构和队

伍建设，完善保护措施，严格执行保护法规，保护意识不断深入人

心。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指导下，

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弥足珍贵的阶段性成果。

西吉县在发掘、整理先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的浩繁工作

中，组织人员编撰了长达百万文字，千余幅图片的《西吉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丛书》，有力地展示了西吉有史以来的传统文化，为传承

民族文化，升华历史内涵，推动西吉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巨大的精神力量。

西吉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对这些庞杂而繁多的文化遗产，我

们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深入挖掘，取其精华，丰富内涵，

精心培育一批有价值的先进文化。各级组织要高度重视文化建

设，加快文化体系建设，着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以文化的大繁荣

促进社会大发展。

值此《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付梓之际，向参与《西吉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编纂的全体人员和关心支持丛书编辑出

版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希望文化工作

者大力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六盘山精神，努力工作，奋发进

取，在不断丰富西吉人的文化内涵，塑造精神品质上做出更大的

贡献。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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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地处六盘山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

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使得西吉这块神奇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西吉民族民间文化，

这些丰富多彩的西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

一部分，绚丽而多彩。

我在西吉工作的几年中，阅读了西吉的地方文献，从繁冗的

历史文献里，可以看到，西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五六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典型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原始

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至今，先后有狿犹、西戎、

义渠、匈奴、鲜卑、羌、胡、柔然、敕勒、突厥、吐蕃、回纥、党项、女

真、蒙古、回、满、汉等民族徙居于此。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古

老灿烂的西吉文化与文明。

自古以来，西吉作为关中门户，边陲咽喉，成为兵家所争之

地。战国长城迂经西吉境内 20公里，西夏王李元昊与宋军的“好
水川之战”、明军与满俊的“石城之战”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中国

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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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红军曾四次途经西吉县境内，并在单家集帮助地方建立了红

色政权，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为丰富西吉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

光辉的一页。

飘溢着浓郁芬芳的伊斯兰文化与历史悠久的汉文化，长期交

融与相互影响，使得西吉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

长，不断传承，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文化洪流。独特鲜明、灿烂

而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文化部“文艺集成志
书”总部的精心谋划和直接指导下，西吉县开展了对民间文艺各

个门类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并进而形成了《西吉民歌选》《西

吉民间故事》《西吉民间谚语》等一套极富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资

料本。

20多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全面进
步，西吉县的民族民间文化生存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生存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西吉当代民族民间文化的地位、

生存方式及其现实处境，反映着西吉民族民间文化的基本发展趋

向，也反映着改革开放 20多年来西吉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中的经验与得失。

因此，西吉县委、县政府决定，责成西吉县文化局组建《西吉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编辑委员会，对西吉县境内的民族民间

文化的生存现状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编辑出版《西吉春

官词》《西吉民间戏曲脸谱》《西吉民间谚语》《西吉民歌精选》《西

吉回族民间故事精选》《西吉民俗大观》《西吉非遗图录》《西吉民

间建筑图释》《六盘山地区回族口弦》《西吉民间饮食》10本书。
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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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量重，每本书的数据都是经过实地普查而得来的，对于数据

资料的整理、现状的分析，事实依据都很充足，实际反映了西吉县

民间文化的生存状况，对今后西吉的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繁荣和

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编辑组同志的学术眼

光和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

大家知道，曾经以“中华文化之根”称世，且在群众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的民族民间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减少

以至趋向灭亡。西吉民族民间文化，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发生的深

刻变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与各地的文化交流、外地文化与

西吉当地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一种主流的“民间文化”。西吉

在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又衍化出了许多新的民

间文化内容。例如彩车、广告社火等，提炼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韵

律和艺术造型，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新的审美规范。文化单位近

年来注重打造广场文化名片，地方特色文化受到重视，发展势头

良好。县文化馆积极挖掘、整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对其进

行加工、包装，参加区内外各级各类文化活动，以此扩大西吉的知

名度，并恢复和推广以当地民俗为依托的节庆民间庙会、回族节

庆等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吉民族民间文化的繁荣发

展。部分民族民间文化形式逐渐脱离旧有的思想内涵，新的文化

形式的出现，赋予了其新的文化思想和新的思想风貌。这是西吉

民间文化在风格上的一个总体变化。民间艺术家们不仅吸收了

临近县乡社火表演形式，并且注重倾向于用艺术化的手段包装，

追求审美效应和广告宣传效应。传统的民间文化由娱神娱人，逐

步转变为以欢庆和娱乐为主，兼有民俗、参赛、旅游、庆典、健身、

商贸等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文化活动。而且很多有影响的民族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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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已开始转向市场化的运营，向活动的需求方收取一定数量

的演出费。

西吉民族民间文化在新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新

的问题，从文化自身来看，民族民间文化相互借鉴，出现风格雷同

的倾向，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渐趋消隐。由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交

流日益频繁，形式和内容间的相互借鉴便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

化现象。比如，节庆活动中各乡镇社火队的社火形式内容。由于专

业文化元素在民间文化表演中的不自觉渗入，也影响到了民族民

间文化特色及其原汁原味的展现。注重表演的观赏性，追求创作

个性，而忽略了民间文化自身特点，甚而随意地改变民间文化的

某些代表节目。

政府主导的节庆活动，使表演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民族民间文化的自发自娱的、广大民众广泛参与的基本性

质，违背了民族民间文化不拘形式、不苛求技术技巧，随机应变、

自由发挥的基本文化精神，导致了西吉民族民间文化的表演形

式和表演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活动的目的和活动的频率，

也都是由政府的需求来决定的。这样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破坏

掉民族民间文化自然生长的根，甚至给民族民间文化造成毁灭性

的危害。

从西吉社会现状来看，民族民间文化也面临着很多现实性的

问题。西吉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问题面临时代的严峻考验。由于

社会现实生产生活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农村大量的青年劳动力

人口外流，迫于生存压力及各种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现在的年

轻人大多不愿再花费时间来学习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而现在很

多老艺人年龄在六七十岁以上，西吉民族民间文化面临失传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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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特别是以身口相传为依存的无形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损

毁、消失和流失。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

冲击，保持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随着生活、生产方式

的改变，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民族民间独有的

文化习俗、服饰建筑、传统工艺等，逐渐被消融。

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及其文化价值只在于它的娱乐性，我

们在一些地方忽略了民间宗教信仰在民族民间文化生存发展中

的原动力作用及其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如果农民离开了这块土

地，离开了与民间文化紧密联系的民间信仰，那么，仅仅被作为一

种娱乐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化，很容易被其他现代娱乐方式所替

代。尤其是在年轻人眼里，上网聊天、网络游戏、电影、电视、篮球、

麻将、旅游、交友等才是他们的娱乐需求。

另外，西吉民族民间文化急需资金支持下的抢救和保护。尽

管，西吉县现在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是，能够得

到抢救和保护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还十分有限。许多具有代表性

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内容和传承人仍保护不到位。我们认为，在

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几乎所有现存的民族民

间文化都有保护与传承的文化价值。政府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对其加大资金投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建设，保障

民族民间文化持续存在和发展，保持文化生态，将文化遗产在适

宜其生存的社区和环境中原状态地加以保存，使其成为“活文化”，

这些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县文化局马存贤局长请我在《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出版时，写篇序，因为我来西吉工作时间不长，加之对西吉县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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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传统文化了解不够全面，评价西吉民族民间文化就谈不上了，

为此，写了以上感受，就算作序吧！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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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西麓。总面积 3144
平方公里，全县辖 19个乡（镇）。总人口 48.8万人，其中回族 27.1万
人，占 56%。
西吉县地处黄土高原中心地带。地势南低，北、东、西渐次增

高，海拔 1688耀2633米。地貌分 3种类型，即黄土丘陵、河谷川道、
土石山地。境内河流有葫芦河、清水河、祖厉河 3条水系。境内气
候温和，雨量较少，光照充足，无霜期短，降水和温度变率大。四季

交替变化不明显。年平均气温 5.3益，年平均降水量为 350耀500
毫米，无霜期仅有 100耀150天。

西吉县地形地貌复杂，土地类型多，土层厚，适宜农、林、牧、

西吉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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