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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万
明

欣闻 11吉县老年乐艺学会以"挖掘临县乡土文化，整理民间文化史籍，推陈出

新文艺节目，活跃城乡文化生活"为宗旨，三年多来不仅在城乡演出了不少自编

自演的优秀节目，而且出版了《临县道情音乐》、 ~I自县道情传统剧选编~，今又

由王洪廷主编的~ 11吉县乡土文化》即将出版，确实可喜可贺。

临县位于吕梁山西麓，黄河之东岸，是黄河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日军头郝峪塌古城遗址，近年来发掘

出大量的珍贵文物，专家认定是战国初期修建的城垣，直到秦汉时期，这里还很

繁荣 U

悠久的历史，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υ 古谚云十里乡俗不一般J' 沧海桑

11 ，生生不息，交融成 11吉县特有的乡土文化()

在人类社会不断变迁中，不知有多少人文景观、故事传闻，被埋没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特别是现代文明的繁荣发展，剧烈地冲击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因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各国人民不仅要保护有形文物，而且要保护无形文

物，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业已形成共识:只有民族(地方)的，才是世界的口

"留住从前"已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

11吉县乡土文化虽然尚未登上"世遗"之大雅之堂，但"临县伞头秧歌"、" 11吉

县道情'\已成为国家纯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县大咣呐吹打乐"亦成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ρ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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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的成功，只说明了遗产的珍贵价值，而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要

真正传承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还需费大力气，挖掘整理，传承光大，推

陈出新，古为今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υ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情华.去

其槽柏，使之与当地社会相适应，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因此，我们必

须"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重视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好

文化典籍的整理"。

看了王洪廷同志整理的{ 11吉县乡土文化》书稿，不仅资料翔实吨而且有理有

据地论述了临县乡土文化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大量的"临县老照片'\已定格在

黑白相纸上的临县历史人文景观又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一一古城里的牌楼雄伟壮观，

做军鞋的妇女衣着古朴，抗日民兵雄姿枫爽，农业合作化运动跃然纸上犬眨

进"蛮干又现眼前、红卫兵运动历历在目..

王洪廷同志在许多资料"存"与"失"的关键时刻，经过艰辛搜集，完成了

《临县乡土文化》的编撰工作，使其免遭失传的厄运，确实功不可没，利在千千七!

在此，我也希望临县有关部门、有识之士，为挖掘与传承临县乡土文化，古

为今用，建设文化大县，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山

是为序!

2008 年 8 月

注:薛万明，政协吕梁市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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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永
平

临县位于吕梁山西麓，黄河之滨。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方土地

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的发祥地之()

这方沃土，地上红枣遍野，地下乌金富蕴，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

千百年来，淳朴、勤劳的 I1吉县人民曾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解

放战争期问，英雄的老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三

交烈士塔对联云勋功铸就光辉史，热血绘成灿烂图f

悠久的历史，留下灿烂的文化 υ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做好文化史籍整理，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洪廷等同志适时地编撰出《临县乡土文化》一书，着实可歌

可贺，其功非小!

~ I1吉县乡土文化》共分为七卷，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其历史渊源，并搜集整理

了不少传统作品，可谓乡土文化之集锦 υ

" I1吉县道情"是山西著名小剧种之一。本书探源，其始于汉，兴于唐，是由

道教的道歌演变成为戏剧的。 1960年， 1陆县国营道情剧团成立后，曾走红晋、陕、

蒙部分地区，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文化市场的变迁，

而今"临县道情"小剧种濒临失传的厄运。 2006 年"临县道情"被国务院批准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说明"临县道情"剧种具有亟待保留的价值，因此

宣传文化部门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将孕育于我县的这一传统小剧种真正传承下

去，并发扬光大 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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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伞头秧歌，也是我县特有的群众性的歌舞活动，而今不仅在春节期间闹

秧歌，而且成为平日里城镇居民强身健体、自我娱乐的好形式。特别是年轻优秀

伞头，层出不穷，其触景生情，即兴演唱，奇言巧语，妙趣横生，使听众无不惊

赞不已 O 真是"昔闻曹植七步诗，今看伞头几秒歌"0 2008 年新春伊始，临县伞

头秧歌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金榜，使临县乡土文化，又传捷报U

临县大啧呐音乐，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O 据本书论证，啧呐民乐源于西域，汉

代传进大江南北。晋陕黄河两岸，漫野千沟万整，啧呐艺人为了增强穿透力，增

大了啧呐尺寸，使其在山吃梁梁上吹打，沟谷凹凹里响彻。 啧呐乐队长期以来为

婚丧嫁娶、喜庆节日助兴，其势磅畴，其乐融融。 2007 年，经三交镇吹打乐班传

承人刘晓弘申报，被山西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O

盲艺人说书，昔日也非常盛行。殷实人家还愿敬神、祈求平安，都要请盲艺

人说书三天，其公案书故事离奇，色情书情窦绵绵，侠义书英雄傲江湖，小段书

粗言伴笑语。今因医药发达，盲人极少，然而曲艺爱好者又采用这种形式，登上

舞台，说唱演出 O

旧时的婚嫁习俗今多失传，然而传统的丧葬礼仪却愈演愈烈，撑棚搭帐寻响

工，悬塔拜榜请先生，摆排场，讲阔气，争相暗暗攀比。当今我们不仅应在丧葬

礼仪上做文章，而且更应在"孝"字上下心计，真正弘扬中华民族的瞻老美德，

构建和谐社会。

本书除对以上几方面作了论述，并集录了大量珍贵资料之外，还对临县乡土

文化中的穿文化、吃文化、神文化、巫文化等进行了收集整理，可说是民俗文化

的百科全书 O 希望广大有识之士再挖掘，再整理，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共同

打造先进文化之大临县而努力!

值《临县乡土文化》付梓，聊以此文为序!

2008 年 5 月

注:刘永平，临县人民政府县长。



·贺词一·

为 <11伍县乡二七文化〉出版而作

李秀峰

老朋友王洪廷先生送来《临县乡土文化》书稿，余因故乡情深，不便推辞，

欣慰之时，草成几句，聊以志贺。

注:李秀峰，吕梁市副市长。

老骥伏杨志昂扬，

古稀不较著华章。

秧歌道情堪国宝，

民谣曲艺历沧桑。

乡土饱含乡土味，

野花自有野花香。

文化遗产需保护，

挖掘整理永流芳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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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词二·

祝贺 <11伍县乡二七文化〉四世

李光福

一方水土孕育着一方儿女，

一片天地形成了一片风情u

深厚的乡土文化艺术独特，

原汁原味展现了返瑛归真。

美酒肥肉夭夭吃让人口腻，

夜面拷桔山药蛋倒觉舒心口

住惯了高楼大厦繁华闹市，

确实迷恋古老的僻野山村。

道情剧种历史久喜闻乐见，

曲调悠扬有特色婉转动听门

伞头秧歌一枝花誉满三晋，

现炒现卖人喜爱回味无穷门

高昂粗矿的大啧呐吹打乐，

演奏出悲喜哀乐人间真情()

三弦书二人台还有顺口溜，

台上台下能表演妙趣横生们

举不胜举的老区乡土文化，

唤起了多少梦幻般的青春υ

注:李光福，原临县人大主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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