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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把在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和西秦岭末端的

这块地域称为定西。定西是一方文化沃土，这里有丰厚的文化积

淀。定西是一片古老、雄浑、神奇的土地，民风淳厚，历史悠久，是丝

绸之路上一颗璀躁的明珠。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的古代先民，创造

了瑰丽多彩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及辛店文化。陇中是黄河上游

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和唐蕃

古道穿境而过，战国秦长城以此为西部起点横亘万里神州，黄土地

F俏'自然风貌与多民族文化交融，孕育了久远绵长的民间传统文化，

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本土文化长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中华

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i七意识，体现着中华

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定西既是一个文化大市，也是一个非遗大

市。要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挖掘、抢救、整理和以文

本存档的方式进行强护，更霞覆我们通过文字、国片和书籍的形式
国~; ~- v 
进行宣得罪介，以便让人伯贾深入和吏直观地

闻出版局精心策划组织编撰面版了这套突

术性、大众可读性的〈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委、

新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包括: {代表性项目名录H民间

故事H民间谚语H民间歌谣H神话传说H传统戏曲H民间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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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艺音乐H民间器乐曲H手工制作技艺H民俗〉和〈乡土教材〉

共 12 册，约 370 余万字。丛书图文并茂，融历史与文化为一体，在

盘点、梳理历史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激活了历史记忆，推动了文

化发展。〈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面世，将使我们更进一

步地从中华民族不曾间断的文化长河中看到，在定西这片广袤而

厚重的黄土地上，还有很多浩瀚精深 \灿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民间艺术以及民俗风情，这不仅是定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编辑出版〈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 ，实际上是一项对定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挖掘保护的最有效最有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文化奠基工程。 这部丛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发行，充分展示

了陇中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部分优秀的民间艺术以及

民俗风情，表达了陇中大地朴素厚实的地域文化意蕴。

文化是一年民族的记忆和灵魂，是一切创造力的智慧与结

晶。文化没有最终的归宿，它永远是一个开始。愿通过〈定西市非

咽"， F 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的出版发行，进一步唤起全社会保护非物质 咽，

文化遗产的意识，让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影响力保持得更持久一

些，从而更进一步地激发全市人民以奋发进取的心态，去谱写定, 
西发展更新更美、更加辉煌的篇章。 我们也期望这套丛书不仅是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典藏图书和知识智库全书，而if也是

一部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爱好者以及广大读者了解?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工具书。 书中错漏和不足之处，恳望

专家和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指教。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编辑委员会

也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咽，

xu 

@ 

定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存

的足迹，聪明睿智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了以

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辉煌的远古文明。 战国

秦长城以 11伍洗(今山民县)为百起点横E万里神州，古丝绸之路和唐

蕃古道穿境而过，伯夷叔齐拒周粟、大禹导水分九州、鸟鼠同穴的

美丽神话，秦嘉徐淑的爱情故事，山民县花儿、通渭小曲、陇中皮影对

-美好生活的咏唱……所有这些都成为黄土地上的"诗经孕育和

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基因库，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家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定百人民创造的通过

口传心授方式传承下来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熏染陶

冶并形成了"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定西精神"和"领

导苦抓、部门苦帮、群众苦干 "J毒"三苦"精神，筑成了定西民众历经
画画事-:". 4.a- W 

挫折而自强不息的惹志品理F诚然，我们应该春剧，由于盹代的变
-~予币~..;...

迂

去了赖姐划民吉哇佳1荐羊

心授的民间独门绝技，因传承后继乏人，

，许多口传

消失。因此，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且迫在眉睫，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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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H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继制定出台了 〈定西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H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方

案〉及〈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 ，全面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名录体系建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市眠县花

儿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郎山花儿会、 洗砚制作技

艺、山民县巴当舞、通渭小曲戏、定西剪纸、通渭影子腔、山民县青苗会

等 7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伍混租蝉传说、陇西

云阳板、渭源羌番鼓舞等 34 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并建立了涵纳 231 个项目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 名、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 40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173 名 。

一尘J也:}j毫苹且一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并不难，但要找出像定

西这样有着深邃而博广的民俗文化体系则不易。要找出独特的、蕴

钮-1 ." 涵丰厚的人文积淀并不难，但要找出能延续到今天，且被不断传 咽，

承、丰富、超越、创新的人文则不易 。 这就是市上决定组织编印〈定

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价值所在。本丛书选择了我市具有代
, 

表性的 200 余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部分民间艺术以

及民间习俗进行概略介绍，试图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形蚤直观

的图片展现我市各民族、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宋以及

民间习俗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面貌，让更多的人加倍珍视这个无

比珍贵的精神家园，让这些美好的传统记忆长驻人们的心田。

本丛书的编辑同志们用历史考证者和现实感受者的眼光，考

察历经数千年沧桑岁月的定西，感觉民风，体味民情，记录民俗，用

开阔酣畅的笔墨， 0区 I L.，\为文，大度而峻厉，本色而瑰奇。 这种挖潜意

识，决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日情绪和一种狭隘的地域偏好，而是

边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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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西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开拓，是一种审美意识中蕴含着历史意

识的苏醒。民风与地理的辉映，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自然与人文的

交错，既是历史的泼墨，又是定西的写意。 这不仅是留给定西人民

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和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而且对

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加快推进我市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和陇中特色文化大市建设，推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的全面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向为本丛

书的编写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编辑和对丛书编撰工作给予大力支

持的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时间的仓促，本丛书仍有许多不足，例如在选编过

程中编者的视野比较狭窄，因此从地域上来讲并不能完全代表定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有些内容的表述语言生硬枯燥，缺乏识

别的细节，等等。但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一个留有许多空间的起步，

豆豆久的将来，会有更多钟情于这项宏大事业的人们投入其中，谱

写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美华章!

文兴逢盛世，百花喜迎春。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定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的祖国、为中华民族、

为我们的家乡赢得一个永恒的春天|

、，

z乏年 例、

2015 年 11 月

号尘

;,iJI" 



目录

综述门

第-章谚语

第一节 自然·生产/ 5 

第二节世态·人情/ 31 

第二节事业·成败/ 43 

第囚节情感家庭/ 54 

第五节社会习俗 /72

第六节哲理智慧门53

第七节道德修养门85

第八节饮食养生门89

第二章歇后语

第一节喻意类/ 201 

第二节谐音类/ 224 

第三章惯用语

第一节名词类/ 233 

第二节形容词类/ 240 

号决



也各

附录·

常用外地谚语梅言 / 277 

常用外地歇后语 / 290 

常用外地惯用语 291

后记/ 2归



综述

综述

梦华先生收集飞整理飞释注的〈民间谚语〉 书正式出版飞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安定文化界的 件大事 ， 也是安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飞保护方面的

件喜事。

梦华与我同镇同村 ， 我很小就认识他 ，很恭敬地称他"苏哥后来又成

了南三差直打两且的@友，在区文化馆馆长任上 ， 他又是我的"太斗争们辈。他

的经历、他的为入我自然了解得比较多

梦华的父亲是旧军官，也是当地颇有声望的老学究，他的母亲是我小学

时的老师，是当地公认的贤妻良母。他的出身使他从小遭受生活的磨难，也

让他成了 个叫旱熟者他的出身也让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勤奋

好学，博闻强记，是生活的有心人。改革开放，让他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是

镇上第 批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获得者， 后来从镇文化站专

干飞到大镇镇长飞镇党委书记飞区文化馆馆长飞区委宣传部配部长飞区文明办

主任飞区广播电视台台长。 路走来 ， 木管在什么岗位j圭什么角色 ，他做事

踏实 ， 为λ严谨 ， 善于思考 ，善于总结 ， 墨 位学者型干部。

农村的生活圈子，集镇的人际交往 ，见多识广的草庭环境 ， 勤奋好学的某

性，使梦华从小到大将人们挂在口头的精彩句子( 谚语、歇后语飞惯用语)铭记

心间，积土成山 ，积水成测。 201 2 年退出繁忙的官场后，开始致力子系统整

理。他口袋里时常装着一个小本子，靠回忆写，有意采访写，顺便听到写

有时为考证准确 个句子或句子的释义，不辞劳累，走乡串户，终于集成

3700 il'条，编篡成册。这是奉献给我们的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该书所集内容，有的是人们长期以来生产、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 l 有的

去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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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是世态飞人情的集中彰显 l 有的是社会飞习俗的全面展示 l 有的是哲理飞智慧

的准确概括 给予我们的教益是多元的飞久远的。

他使即将淡出人们生)E ，濒临灭绝的一笔珍贵财富得到及时抢救，他使

千百年来人们总结的宝贵经验得到有效传承，他便安定人民的聪明智慧得

到广泛宣传，此举功德无量 l

j1J，彦林

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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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谚语

第-常 自鼓·量产

[挨籽挨粪的 1

指播种时前面是种籽，后面是土肥，要紧挨上，不妾有配漏。

[八月初-下-阵，直到明年五月尽 ]

农历入月初一下的阵雨，俗称"关门雨" 如此日下阵雨，以后千早时 r~

1民长，一直到第二年的农历i月以后才可能7雨。

[八月十五睛， 雪山圄到门 l

八月十五丑气晴好，预示当年冬王τ雪很多 。

[八月 十五下，直到来年立7夏]

如果八月十五7了雨 ， 来年主夏前没有雨(雪) ，预示本在将要干早。

[八月 十置云遮月 ，来年元宵雪打灯 I

八月十五晚上如果是阴天，来年元宵节可能告丁雪。

[八月犁地不辘，不如家里闲坐1

农历八月前太阳光照充足，jf..地不搪有利于土壤熟化。八月后太阳光照

减弱ii'地后不撩不但对土壤熟化没有件用，反而告增加土壤水命的慧在

量。

[笆子背第背牛粪 ，来里去里样重l

笆于背克用篱笆条编的背篮，比较重 ， 背上东西和没背在西重量革不

多 。 也比喻人做事往返同样。也力 。

[ 白杨树肘儿圆，种下的大豌豆繁 l

白杨树叶长圆的时候，是大就丘Ur蚕豆)的最佳播种期，此时播种主立

将在丰收c

[绑口袋如绑贼1

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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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装粮食的长命形的编织朵。用绳子绑扎装粮食的口袋时，一定要

林营。

[薄地怕富汉，六月里耕囚遍，好地怕贫汉，十月里耕头遍]

耕方言读"盖"主导的意思。地虽然品薄 ，只要人勤劳，在伏王多犁几遍，

可以提高胆力，地虽然胆力好，但懒惰的人在十月时才犁第一边，则胆力去

τ 降。

[薄固出大块]

薄田产量不高的庄稼，薄方言语"坎"。九块土地面积式。虽然作物单

位面积产量低，但种的面积九，还是能收获很多粮食。

[冰茬扁豆春分麦，种的迟了一把柴]

冰革即池里还有冰。春天地迂;生有完全消适时就要种扁豆 ，春分时就

要种小走，如果种的过了产量很低。

[冰茬扁豆暖洋芋，不按季节自费气]

春天冰还未化时要种扁豆，天气暖和了再种洋芋，要按季节耕作。

[不留板块产金银]

指犁地，要犁得边，犁得途，不留死角。

[茬口倒顺，等于上粪]

茬口地块上年种什么作物。如上年种豆类作物的地块根瘤菌多，茬口

最好，大多种小麦，种小麦的地大多种洋芋或康谷;种洋芋或庭谷的地大多

种豆类作物。如此，如同施肥上粪一般。

[长猪短马秤舵牛]

养猪长钱 ，养马赔钱，养牛最能挣钱。

[朝天一把籽，收成在天时]

朝天一把籽即当地所谓的"杠种"时，先把作物的种籽涵在地里 ，然后

犁地。意思是，在天播种后，有没有收成，就看τ不τ雨了。

[吃饭在牙口，种地在茬口]

牙口即人的牙齿。强调轮作倒在的重要。

[迟麦不迟豆，青棵大麦没时候 1

小走过种几王可以，但豆类作物不能过种，青珠、太幸的播种期可以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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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田好看 ，稀田吃饭，颗子一样 ，革事一半l

颗子方言，即粮食颗粒。 作物播种得稠 ， 看似长势好，但不一定产量高，

稀回即合理密植 ，严量高。一说播种得树和播种得稀的严量一样，但播种得

稠的桔杆多一半。

[锄回如绣花1

锄回要耐心、细敢，要如绣花一位忏细。

[锄草不铲根，来年便又生]

锄革要把根挖出来，不然来年又告长出来。

[处暑下，烂天下 l

处署的一天如果τ雨，预示以后τ两天芽，会形成两害。

[橡长丈三，不压自弯 ]

丈二 一丈二尺。 房子丰的棒子如果太长，即使没有压力，也是弯曲的。

[重阳不下看十三，十三不到十四灵，十四不下一号晴I

「说。重阳不7看十二 ，十二不T-卒干。 重阳。 'r农历九月初九日 。 十

二 · 在历九月十二日。十四·在历九月十四日。灵 ·灵验。 一半晴 ·整个半天是

晴天。在历九月初九日不下雨，十二日就会下雨，如果十二日不下十四日肯

定下。如果十四日平下，整个冬天没有降水。

[春打五九尾，六九头 ]

立春不在五九快结束的时候，就在六九刚开始的时候。

[春雪拉开沟，十种九不收l

拉开沟即雪融化时冲开的水沟。，春天τ宫太多，预示当年攻成不好。

[春枣不算霉，惊葱葱半年]

本主主幸的时刻里冷。 'I.t.主惊挚的时刻主峰。 主本主冷以后不-;t里

冷， 而 ft萤寒冷以后寒冷的时I司合较长。

[春天孩儿面，一天变三变I

春天的天气起晴.tJ.， 阴 ， 起冷起热 ，就锥小孩子的表情一样。

[春南夏jt ，有凤必雨 1

春天刮南风肯定会下雨，夏天和i北风肯定会下雨。

[春甲子下了遍地行船，夏甲子下了柳树生烟，秋甲子下了禾穗生耳，各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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