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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庆阳市委副书记 戴炳隆

我是土生土长的庆阳人，靠吮吸黄土地的乳汁维
系生命，靠沐浴陇东的乡风、民俗、礼仪、道德而生存，对陇
东的民俗礼仪比较熟悉。一次在和市文联窦世荣谈起民
俗礼仪时，他说自己编写了一部书稿，名叫《庆阳民俗礼仪
大观》，想让我看看，给他提些意见并为之作序。我说拜读
一下可以，借此对家乡民俗礼仪还可进一步熟悉熟悉，但
为之作序则强我所难了。对民俗，我只是粗知，并未深究，
还是让这方面的专家来写吧。他却执意要我写，在推卸不
掉时，只好勉为其难了。

说起庆阳民俗礼仪，近年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有些粗
浅认识。我感到，民俗礼仪，是一个地方生活习惯的记号。
具体地讲，是一个地方区别与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标志。庆
阳有句古话“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乡风民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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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不同而差异很大。现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倡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而这些文化中，民间文化、
民俗文化又是其中数量最大、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精
华部分，是民族色彩最突出、个性最鲜明的代表。民俗文
化是中华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祖先流传下
来的命根子，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尽力保护它，把其中有益
的成分继承过来，流传下去。

庆阳是周先祖发祥之地，是农耕文化、周礼文化生根、
发芽、开花、成熟的肥沃土壤，农耕文化、周礼文化遗存相
当丰厚。民风淳朴，礼仪繁冗，千百年来，经久不衰，涉及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代得天独厚的
文化瑰宝。现在，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物质生活不断改善，
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原有的民俗礼仪也在不断淡
化，而新的、科学的、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习俗礼仪则在生
活中不断形成。因此，搜集、挖掘、整理过去的民俗礼仪，
并编成书籍，使其流传下去，作为我们研究往昔岁月的生
活、创建新的科学文明的乡风礼俗的借鉴，则是十分必要
的。这是一项继往开来的抢救性工程，是社会进步文明的
表现，是规范乡风礼仪，提高公民思想、文化、道德修养的
需要，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此，应当深入研
究民俗礼仪文化，吸收其有益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的糟粕，
以利建设科学文明的小康社会。

窦世荣同志是我们庆阳文化艺术界的一位老同志，从
事文化艺术工作近四十年，担任过多年地、市文化、艺术部
门负责人，出版有八九部著作，参与省市编撰了较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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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繁荣庆阳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他不
改初衷，继续参与市上有关书志编撰，为社会奉献余热，这
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本《庆阳民俗礼仪大观》就是他
退休后，利用外出参与各项民俗事象活动的机会，采访民
间艺人，搜集民俗活动资料，翻阅各类文化典籍后写成的。
它内容丰富，涉猎面广，叙事清楚，特点突出，全面、系统、
准确地介绍了庆阳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应酬
准则，读后给人以乡风扑面之感，有着浓郁的陇东乡土气
息。所写条目，全有过程叙述; 有些条目，还有例文附录，
是一部集研究、阅赏、实用为一体的民俗礼仪专著。它的
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收集整理民俗事象、宣传庆阳文化
遗存，还是对于活跃民间文化活动、规范人们礼仪道德行
为，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在此即将付梓面世之际，我谈
这些粗浅感受，既向出版部门表示感谢，又向作者表示祝
贺。

是为序。

201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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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远去魂灵的呼唤
窦世荣

民俗，是一定地域的人群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
的为大家认可、遵循和广泛流传并代代传承的一种生活方
式、行为准则和心理意识，是此地区别于彼地的重要标志。
而礼仪，则是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形成的意识、道德、
礼节的规范和标准。民俗与礼仪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事象
的两个方面。

庆阳古为“周旧邦”，是周先祖发祥之地和周礼产生的
肥沃土壤，既有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有《周礼》、《仪
礼》等所载习俗德行的深厚根基和广泛传承。《周礼》《仪
礼》是中国最早的礼仪、道德、风俗典籍。它如一缕春风，
以北豳( 今甘肃庆阳、陕西彬县一带) 为风源，吹向了神州
的山川河谷，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道德风范，对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各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加之庆阳古地长
期处于“戎狄之间”，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因而周礼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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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规范的习俗得以长期流传，这是庆阳民俗文化积淀丰厚
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原因。笔者乃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
的一介学子，在职期间曾担任过多年庆阳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退休后和很多民俗、礼仪方面的专家、礼宾一起组
织主持过很多婚庆、寿诞、丧葬、立碑等仪式，对民间乡风、
民俗、礼仪、德行有较多了解。

近年，庆阳一些文史书籍介绍过本地民俗方面的诸多
事象，内部也印制出了几本有关民俗方面的书本，但均感
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写风俗多而述礼仪少，或失之于
零散，缺之于简略;或短之于片面，欠之于范文，使人易知其
事而难于操作。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全面、系统、真实地记
录庆阳民俗、礼仪方面的范本和既可知情、又可行文的样
本，在参阅《庆阳地区志》、各县志、市县史话、《庆阳文化春
秋》、《陇东风俗》等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对故土乡风民俗
的了解和亲身经历，用两年多时间，终于编纂成这本《庆阳
民俗礼仪大观》。

这本书主要写庆阳从古到今的民风、民俗、民情及其
礼仪、礼节、礼貌、德行方面的知识、行为和准则。全书分
古代礼俗、现代礼仪、节庆、人生、嫁娶、寿诞、丧葬、碑碣、
饮食、居住、衣着、社火、工艺、庙会、游戏、出行、禁忌等十
七篇。在这些民俗礼仪活动中，有些要发请柬、行祭文、致
贺词、封牌位、列仪程、唱小曲、当司仪、致谢词等，为了给
读者一个真实具体、可阅读、可模仿的范本，应读者要求，
在有关条目后，一并附有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的
例文，以供读者用时参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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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民俗礼仪，源远流长，种类繁多，礼节细碎，涉及
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传承着浓郁的先周物质文化、精
神文明、仪礼道德方面的诸多遗存，是研究先周文化的肥
沃土壤。改革开放后，随着与外地文化的广泛交流，庆阳
民俗中也加入了一些新的礼仪。这本书在参阅大量民俗
礼多仪书籍的基础上，收编、改写、增添了很内容，基本上
涵盖了庆阳民俗礼仪的方方面面。在编写上，也力求全
面、系统、真实、详尽地反映庆阳民俗礼仪的精神实质。然
而，庆阳地域广阔，山川纵横，民俗深厚，南北差异大，搜集
资料十分艰难，虽不能说挂一漏万，但仍有遗珠之憾，确是
不争的事实。加之本人水平有限，不能事事亲身体验，因
而遗漏以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诸位看官指正并予谅
解为盼。

列宁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俗是一个民族
的灵魂，让我们举起民族的“招魂幡”，把渐渐远去的灵魂
招回来吧，作为我们生活的记忆和借鉴吧。

2013 年 4 月于甘肃庆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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