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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兰州市文化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 范文

兰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过近几年来的普查、挖

掘、展示，已积累了一大批文化成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

评，目前，在我市已公布的 4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已有

4 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18 项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为了使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确认、尊重和弘

扬，在广大市民的情感生活领域发挥更大的精神价值，真正起到民

族文化认同和区域文化传承的作用，在兰州市文化出版局的支持

下，由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篡、出版"兰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丛书"。

古人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 o 众所周知，一个

城市的文化生成离不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生态条件以及外

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等，文化的创造不是凌空蹈虚而来的，而是在传

承中发展延续的，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催化，就没有文化的创造。

兰州的历史文化积淀始自四五千年前。经漫长的地质演变，在

地壳隆升和黄河向两侧切割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

的独特的台阶式地貌。远古先民就在这里的一块块阶地上繁衍生

息，在兰州市区及近郊，先后发掘出几十处属于甘肃仰韶文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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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类遗存，出土了包括彩陶在内的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其中，兰

州青白石乡发现的十二座陶窑规模最大，藏品最丰。 1986 年，在兰

州永登县乐山坪发现并收集的 7 件纹饰精美、造型袖特的陶鼓，被

认为是中国考古第一鼓，与今天号称"天下第一鼓"的兰州太平鼓是

否有渊源和传承关系，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答案应该是肯

定的。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同样是中华

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兰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座中四连"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

里自汉唐以来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在

这块土地上，羌族、匈奴、吐蕃、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

在与秦汉以来戌卒屯田、移民实边的汉族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互为依

存、取长补短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包容的文化心态，创造了独

特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太平鼓、永登高高挠、黄河大水车

和兰州鼓子等我市一大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以强烈而鲜

明的地域性特征，以及其所凝聚、昭示的自信豪迈、壮伟雄强的精神

品格，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中不屈不挠的宏大强音和魂之所

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因子已深深地沉淀、流淌在兰州人的血

脉之中，已成为反映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广泛而深入地

普查和保护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可以让老百姓真切地感

受到他们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魅力，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又能为广

大人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努力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有利于提升

一个地区的人文素质和文化自信心，强化一个地域的城市的归属感

和向心力。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是一套系统梳理兰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文化建设工程。陆游写过一首题为《书叹》的诗，其中有"论文

有脉络，千古著不诬。"讲的是做文之道，这同样是该丛书力求达到

的最高境界。本着这样一个标准和目的，该丛书的编寨出版遵循"全

面、科学、准确"的指导原则。"全面"主要指内容全面，体例完备，也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反映和揭示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整体风貌科学"就是以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对非遗项

目具有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性、象征性和文化性的功能进行科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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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达到正本清源，正确判断其价值的目的准确"就是在全面采

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戒主观臆断和文过饰非，力求以客观准

确的表述形式和质朴生动的文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原生

状态相一致，清晰地勾画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纵向的发展脉络，

揭示出世态民风的趋向，折射出历史发展的锋芒。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作为第一套全面反映我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大型系列图书，集资料性、学术性和工具性为一体。收入

该丛书的每一个非遗项目，其内在结构往往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复合

体，其兼容性的特点和每一种文化元素所折射出的丰富的历史信

息，决定了从整体上加以观照时必然要呈现出的独特性、活态性、传

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基本特点。该丛书的另一大

特点是在文中插入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以图证史，颇

具匠心。

在现代高新技术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产品的文化内

涵越来越丰富，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也越来越大，因此，在全面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解决好传承与发展、生态保护和合

理利用(而非创新)的关系是关键，要尽可能完整地传承其文化内涵

和技术价值，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环境不被污染，坚持时间、

场所和仪式的规定性不变;在发展中遵循艺术规律，尊重劳动人民

的创造力，审慎藏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属性，建立保护和

开发互相促进的科学机制;对于那些具有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的项

目，以品牌运作和产业开发激活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

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运作与民间蓬勃开展的民俗活动形

成互动格局。

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遇到的上

述重大问题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出版无疑具有极大的

借鉴和参考价值，必将为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奠定

扎实的基础 O 其一，从活态的保护层面，这套丛书将为我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其二，在静态的文

本层面，该丛书真实呈现了我市代表性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

表现形式，是我市现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价值的有力见证 O 在此



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就一定能够促进有利于形成我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良好局面。对于介绍和宣传我市的民族民

间文化传统、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凝聚民族情感和构建和谐社会等

方面，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打开"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我们看到的除了兰州立体而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由于文化具有发散性的功能，以此为窗

口，映入读者视野中的还有更为广阔的兰州历史人文的措施风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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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见证了人类改变大自

然的伟大创举。兰州黄河大水车是兰州人民在逐水而居的历史进程

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重大成果，是体现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

想生活的具体实践。伴随着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黄河大水车自诞生

之日起，历经 4∞余年转动不息，给流域内的兰州人民带去了无限

的恩泽和福音，形成了兰州人特有的"水车情结"和"水车文化"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黄河大水车又是兰州地方人文精神的衍射。

兰州黄河两岸是兰州黄河大水车自然孕青和发展的天然温床。

黄河流经兰州段黄河谷地时，水流揣急，下切严重，岸高水低的自然

形势造就了兰州黄河大水车体型巨大、古朴高昂的特点，其形制酷

似巨大的古式车轮，轮幅半径大的将近 10 米，小的也有 4 米多，轮

辐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轮轴周边装有两排并行的辐条，每排辐条

的尽头装有一块刮板，刮板之间挂有可以活动的长方形水斗 。 轮子

两侧筑有石坝，其主要用途，一是为了固定架设水车，二是为了向水

车下面聚引河水。水车上面横空架有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使水车

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次回满河水，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

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入木槽，由木槽导人水渠，再由水渠引人

田间。自明代嘉靖间段续成功创制水车以来，水车"轮转黄河水，吟

唱大河风"它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文明，丰富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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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物质生活 。 它的出现、发展及衰落，事实上都迎合了当地人们

生活、生产的实际需要，并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变迁等诸多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到了 20 世纪中期，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

水车虽然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生产功能，却以更加绰约的风姿进入

人们的观赏视野。

如今，在兰州市的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最著名的景观当推水车

园和水车博览园，当然还有黄河铁桥、《黄河母亲》雕塑。人们很难想

象它们与现在的城市形象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从眼前的城市形象

中看出它们的影子，但正是它们缔造了一个城市的昨天、今天、还有

未来。黄河流经九省(区)，穿城而过 、河与城亲密无间依偎一处者，

只有兰州得天独厚，在河一抱。水车博览园的 12 架水车已令游客叹

为观止，曾几何时，兰州市沿黄河两岸的 2∞多架巨大的水车哗哗

地在河边转动时，气象何等雄伟。可以想见，历史上这里的一片片夹

河滩涂和黄河两岸的大片沃野上，必然是一番草长莺飞、"地皆梗

稻，桃李榆柳岑蔚"的迷人景象，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楼林立

的现代化城市。 然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谛昕不离不弃一直守侯在

黄河边的水车吟唱的古老歌谣，兰州人民都会由衷地认为自己是

"黄河母亲"最亲的儿子，并对此坚信不疑。



逝
者
如
斯
水
东
流

'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逝者如斯水东流

• 

• • 

• 

兰州位于中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

黄土高原的交汇处，黄河在南部阜兰山和北部白塔山的夹峙中自西

向东穿流而过，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兰州东西长、

南北狭的典型的带状格局，一束一放的地形极其明显。在漫长的地

质构造、运动的年代里，黄河流经兰州段遇到山体坚硬的岩层后，经

过多次的改道，形成了像八盘峡、金城关峡和桑园峡这样的峡谷，在

河流受阻流速减缓时，河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形成了一块块宽

广的冲积扇和洪积扇。随着地壳的间歇性上升和坷流的不断切割，

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看到的峡谷与盆地相间以及三至五级阶地

状地貌特征。

史前文化遗址多在三级阶地上，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兰州先民

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他们在三级阶地上生活劳作时，

二级阶地尚未完全形成;一级、二级阶地属于冲积、洪积平原，土地

肥沃，适宜农耕。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和沧海桑田的变化，现在

的范家坪、牟家坪、彭家坪、桃树坪、晏家坪、兰工坪、五星坪和华林

坪等等，大都分布在三四级阶地上;西固、安宁、七里问及城关区所

在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主要交通线多分布在一、二级阶地上。

一级阶地高出河漫滩三至五米，阶地较广，俗称JJI地 E二级阶地通称

坪地，一般高出河床一二十米左右。黄河流经兰州形成的河谷盆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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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如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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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范围划分为河口(包括新城、东]11)、西固(包括七里河、安宁)、

兰州I (城关)三个河谷平原。在黄河兰州段，最大的盆地为兰州盆地，

面积大约 210 平方公里，什川盆地最小，仅 16 平方公里。黄河水车

的直径一般在十多米至二十米左右，可灌溉相当于一、二级阶地的

黄河两岸低地，也就是说兰州的河谷盆地在黄河水车的有效灌溉范

围之内 O

据《兰州历史文化·历史沿革》载明"兰州地区在马家窑文化的

一千多年里，马家窑类型遗址分布于由东向西的榆中、城关、七里

河、西固、红古、永登共 24 处，表明马家窑古人在今天兰州的三县五

区有分布。"兰州地区兰、四级阶地上发现、出土的几十处史前人类

遗址，向我们揭示了原始先民在兰州黄河两岸的山坡上挖洞穴居，

度过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早期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兰州的四

季温差较小，周围峰峦叠蜡，植被葱笼，有诗曰"金域自古草木芳，

松满兰山绿海洋。"由于生产力落后低下，原始先民以持猎为主，畜

牧和种植业还处于萌发阶段，除了用陶罐等器皿下山取水用于人畜

饮用外，对水资源的依赖和索取并不十分强烈。距今 4500 年至 35∞

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以今天的临夏、兰州为中心"齐家古人已进入

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较发达的畜牧业，

在兰州黄河

谷地二、四级阶

地上生活的原始

先民

005 



具备先进的冶铜技术。"处在齐家文

化向阶级社会迈进时期，兰州地区的

社会发展状态落后于中原，人口仅为

S(则至 8000 人左右，农业文明并不

发达，对水资源的索取也仍然极其有

限。

这样的情况，直到秦汉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11 年)，"徙北河、揄中三万家，

拜爵一级"在近十万人口中，约有一万多人迁人榆中县。汉武帝元

持二年(公元前 121 年)春，西汉政权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河西之

役采取了移民实边、兴办屯田等一系列开发措施，汉昭帝始元六

年(公元前 81 年)，设置金城郡，加强了对兰州地区的管理，汉宣帝

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 ，赵充国领兵六万在河温地区击败羌人后

令万余兵卒进行平整土地和疏泼水渠的屯田工作，至此，中原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大量引人河渥地区和庄浪河流域的中下游地

区。据《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

六百四十八。县十三。"此为西汉时金城郡十三县的总人口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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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l 非物质文化遗产·

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金城郡十县的总人口数..金城十城，户三千

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其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兰州

地区战争频仍，期间虽有短期的休养生息，但农业生产并未得到长

足发展。到唐中后期，我们有幸见到了史书《通鉴》上这样的记载:

"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黯

野，天下称富庶者元如陇右。"而且这一时期，兰州的河谷地带呈现

出→派"地皆梗稻，桃李榆柳岑蔚"的景象。种稻一要气候温暖湿润，

二要解决水源问题，但当时并无使用水车的记载，主要用南山的泉

水浇灌稻田，人口也恢复并接近东汉中期的水平。

在《甘肃地理概论~-书中，冯绳武先生对甘肃省气候变化做出

这样的判断"根据我国古代的物候资料记录，作出冰后期后半期近

50∞年间温度变化曲线，划分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依

据本省记录应以秦汉时代为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

初);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为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 ω0

年) ;隋、唐时代为第二个温暖期(公元 6∞年到 1∞0 年) ;南宋时代

为第二个寒冷期(公元 10∞年到 12∞年) ;元代初期为第三个温暖

青石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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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元 12∞到 13∞年);明代至清代末期为第三个寒冷期(从公

元 14∞年到 19∞年)，也就是欧洲所谓现代小冰期 。 公元 1916 年

到 1945 年为第四个回暖期，从 1945 年至今为第四个寒冷期。 "兰州

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地区，属于温带草原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 327

毫米，在历史上虽以干旱记载为主，与全省其他地区比在空间属性

上有所不同，但在时间维度上与全省不同振幅的周期性变化具有相

似性和统一性。在兰州河谷地带"地皆梗稻"的唐代，甘肃的历史气

候正处于第二个温暖期。

宋、金统治时期，分别与西夏隔河而治，黄河以南的河谷地带包

括城郊台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将用作开支官员棒禄的耕地改

为国家解决军粮供给的官营农业，形成了以官营为主要模式的农业

生产方式，为了防止西夏人侵袭，特别招募弓箭手来耕种。当时人张

扫的诗"泉源疏地脉，天境上山腰"生动地描写了开垦山地的情景。

在北宋崇化时，兰州的北宋统治区人口仅为 395 户、981 人;金时，兰

州仅黄河以南的金朝统治区有 113ω 户，人口较前有了快速增长。

兰州的经济在战争的夹缝中也有了较大发展，但这一时期"募弓箭

一
逝
者
如
斯
水
东
流
·

黄河峡谷桑园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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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垦耕"的生产方式，仍然属于一种防御性种植，缺乏一个长期稳定

和安全的社会环境，只能产生一种繁华过眼的短期效应。

正如金链铭先生在《兰州历史文化·历史沿革》一书中所阐明的

那样"自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到 1368 年元朝灭亡的 461 年间，兰

州经历了五代至宋初时吐蕃占据、北宋与西夏对峙、金与西夏对峙、

元朝统一后的隔河分治四个大的时期。兰州的经济在频繁的民族战

争和多发的自然灾害影响下，处于破坏一一恢复-一破坏一一恢复

的循环中，兰州的人口也呈现出低水平的徘徊状态。"蒙元攻灭夏、

金的战争旷日持久，造成兰州地区人口锐减，不及金朝人口数的三

分之一，对本来十分脆弱的兰州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综上所述，明朝以前，兰州地区沿黄河流域的河谷地带，农业生

产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泉水自流灌溉耕作外，其他地方基本上属于

靠天吃饭、"非灌不殖"区，黄河水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明代统一中

国后，社会安定，尤其是肃王府迁兰后，随着兰州人口的逐渐恢复，

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业、休养生息成为明初统治者巩固其

地位、赢得民心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通过采取大力推行发展农

业、重视水利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在兰州地区以水车的使用为标志，

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实现了"倒挽黄河"的梦想，兰州的开发建设

和农业发展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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