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3 

'3e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王军 主编

杜建君 副主编



图书在版纳目 (CIP) 数据

fË jjjffñ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a 手工制作技艺/王军
主编一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ω7皿5468斗042ω3

1.宦)定... II. ①王… III. ①文化遗产一介绍一定西
市③民间工艺…介绍…定阴市 IV. WK294. 23口号J528

中网版本网书馆CIP数攒核学 (2015) 第247953号

定西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手工创作技z

王束主捕

11蝶君勘IJ 1:蝙

出版人百西平

责任编辑王情

裴帧设计 ?长鑫伟 要需在文

封丽给顾郭峰?长雁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fT

本枪械甘上 (730囚的兰兰州市城关ß读者大葫568号

本社邮溜出nhuangwenyi19S8@163.com 

本社1等客(新1良): http'/剧。ιSlnaωm ， cn/lujlJng，cnlm

本校附尊(新良): hnp:l/wclbo.CMn/16149829叮4

0931 … 8773084(编自部) 的31… S77323SC 发行部)

兰州筒煤王在印刷衡了才史责任讼诩

开本 787 毫米 x 1 四2 毫米 1/16 印蛇口陷前 1 手数 250 千

2015 保 12 月第 1 版皿1 S 怨 12 月 3在 1 次印刷l

印数 1 - 1 5肌

ISBN 978皿7ω5468皿 1042ω3

1官价 38ω 7ë 

会。友观印采质量问是在 1 影响阅读!请与.版社政系调换回

本书 F 有内存铃fF青同露授权!并许可使筒。

未经阴道ι 不得以制旨形我复制转载c



〈手王制作技艺〉编委会

主任 I王美萍李斌

副主任李敬肖长禄常青何振英李瑞￥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宝珊王军成顺英许克俭许全锋

i午晶孙汝刘阳j可杜建君李宗武

苏梦华张慧张彬邵继红杨立新

杨树珍贵荣胡建军

主编王军

副主编杜建君



唱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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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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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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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化是「阜民族的记忆和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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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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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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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主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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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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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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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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3 名 。

一伞4也:}j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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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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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新的人文则不易。 这就是市上决定组织编印〈定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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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试图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形丢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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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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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情绪和一种狭隘的地域偏好，而是

也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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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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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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主久的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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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纠、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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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综述

定西大地，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勤劳而富有才智的定西人，在 4000

多年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手工艺。 〈于工制性技艺〉一

书，很好地展示了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异风采。

民间手士芝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自从有了人

类，手工艺品也就随之而来，尽管这种说法还有待研究 ，但就其工艺水平

的高低不同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制造士具和使用土具是人类与其他动物

的根本区别，旱期的原始人即使对一根树枝去枝留干，也是最初的简单的

制造士具的过程，也就是 种手士技艺的体现。

传统的于工艺源于人民的生活需求，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寿室、年

节时令飞生产劳动等每一个领域都为民间手士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平

台，如民间刺绣技艺就是与 M衣 w相关，钉碗、n锅、榨油、令醋等与内食"相

关 ， 木雕飞石雁、精毡等按艺与"{:主"相关，独轮车的制造飞布鞋的制伟等与

"行"相关。同时，传统工艺又与年节时令有密切的联系，如春节剪窗花、元

宵挂彩灯飞端午节做吞包等。各种民间建筑上的土艺装饰 ， 农业生产所需

的各种农具制作 ， 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弹棉花、织草帽、竹编、草编 ， 以民

间宗教信仰为主的泥塑彩绘等。且立 ， 民间传统手土艺在社会生活中的物

质形态干瓷百态。而其反映的精神境界相当广阔，它们在大众生活中普遍

存在 ， 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审美对象。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

求，也丰富 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兴趣、愿望、理想的具体表现。

这些手±技艺用今天的时代眼光来审视 ， 它们中有许多已经失去了

是如



也呈阳物质文化F丛书手工制作技艺

赖以生存的土壤 ， 有相当一部分巴畏失 7生产飞生活的功能 ， 而有一些则

转而成为文化艺术品。但不管怎么说，其中有一部分文化和艺术含量较高

的手工艺，却比以前更珍贵了。因为 方面人们需要它 、欣赏它 、珍视它，

另 方面 ， 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遗产后继王人 ， 传统手工

艺的传承人群总体日渐减少，并可能越来越少。如果说许多物质形态的手

工艺品尚能保存几个时代的话，那么作为非物质形态的手工艺，倘不注重

传承，可能会面临文化的失忆。这就突显7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

庆幸的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传统工艺的发掘保护提供了

很好的机遇，各级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伟。 {手工制

作技艺} 书对手工艺的精练记录 ， 是对定西文化的记忆飞文明的记忆、民

间的记忆，也是对弥足珍贵的民族传统的守望。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时期，保护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从这

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无疑为后世了解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了材料。

杨立新

毯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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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传统工艺

定西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O 早在 4000 年

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 先后有羌、戎、吐蕃等少数民族居住，文明的

发展与碰撞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 从新石器时代，境地就先后经历

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寺注、辛店等灿烂的文化时代，生活在这块大地上

的先民们创造了辉煌而又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 同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也有惨烈的厮杀留下的历史回声，既有狼烟涌动的悲壮，更有歌舞升平的

盛世。

星辰烟雨无数度，沧海桑田几轮回。一度曾如《资治通鉴》中"天下富

庶，无如陇右"的富饶，自宋代至元中期，由于战乱和人为开荒种地，加之

鲁班锁也叫"藏宝阁"

气候变冷，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

人"。至清末期， 就有了左宗棠

"苦甲天下"的论断。直至 20 世

纪 80 年代，联合国官员考察后

仍认为，定西"不具备人类生存

的条件" 。 但无数代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人们在这里繁衍生

息，彰显着定西人勤劳俭朴、吃

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定西的先民

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

践中，创造出了优秀的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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