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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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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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986 年，在兰

州永登县乐山坪发现并收集的 7 件纹饰精美、造型拙特的陶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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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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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丛书的编篡出版遵循"全

面、科学、准确"的指导原则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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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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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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特性、活态性、传

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基本特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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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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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句在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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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慎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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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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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独特价值的有力见证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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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是为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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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鼓子，又名兰州鼓子词，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

艺形式，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在兰州地区曾经是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所以能弹会唱者甚多。如遇喜庆节日，请客

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集镇的茶肆酒楼，老兰州人聚集

在一起弹唱:每当唱到高潮时，一人演唱，而众人帮腔，显得气氛十

分热闹。

兰州鼓子是以坐唱为主的曲艺表现形式，曲牌丰富，唱腔优美，

风格高雅，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目前搜

集到的曲牌约有一百多种。从声腔上来讲，可分为排调、鼓子、越调

三种。排调多为单支的小令和大曲;鼓子腔是由鼓子头加若干曲牌

再加鼓子尾联缀而成;越调腔也是由越调加若干曲牌再加越尾联套

而成。各种曲牌都有其特点，可以表达不同人物的不同情绪，如"边

关调"的悲壮"北宫调"的凄凉"紧诉"的热烈紧张"慢诉"的舒缓

轻快"石榴花"和"倒推桨"的抒情婉转金钱调"和"剪能花"的喜

悦平和以及"罗江怨"、"叠断桥"的忧郁悲伤。再如提炼全曲精华的

"鼓子头叙述情节的"诗牌子"倾诉衷肠的"悲调还有抒发豪情

的"依尔哟真是千啼百晴，各尽其工。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扬琴、

月琴、琵琶、二胡、板胡、梆子、小铃、萧、笛等为辅。早年还有八角鼓、

四叶瓦、瓷碟等击节伴奏，后则用小月鼓击节起头。传统曲目内容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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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赞颂祝贺之词;二是咏物写景之言;三是民间传

说和历史故事。 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则是第三类。 兰州鼓子的产生及

其形成的历史年代，有宋代、宋元、元代、清代四种说法。

长期以来，兰州鼓子主要由业余爱好者演唱，职业艺人很少，各

个时期都有一批兰州鼓子唱家。兰州鼓子的曲目，近年来搜集到的

已超过 H削种，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咏赞

景物、喜庆祝颂之类。 主要有闺情曲、英雄曲两类。 前者如《别后心

伤》、《拷红》、《莺莺钱行》、《独占花魁》等，曲词重词藻的雕饰。后者

如《武松打虎》 、《林冲夜奔》、《延庆打擂》等，曲词通俗流畅，具有民

间说唱文学风格。另外还有些反映消极出世思想的，如《红尘参透》、

《渔樵问答》等，当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

革了曲调，也编演过一些新曲目 。

长期以来，兰州鼓子的继承发展处于自流状态，随着人们艺术

观赏的多元化，以及兰州鼓子演唱活动的日益减少，兰州鼓子已经

呈现后继乏人的趋势，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扶持和保护。 2∞6 年

5 月 20 日，兰州鼓子经国务院批准列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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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高山厚土，大河奔流，大自然对兰州的塑造，先民创

造的灿烂文化，既是兰州鼓子华彩乐章的远古遗响，也是兰州鼓子

生成的深厚土壤。这就像植物学上的"南楠北积"一样，一种植物品

种被移植到新的气候环境中，或异地嫁接到另→种生命体上后，其

生命基因在裂变中反而获得了一种强健旺盛的活力，结出的果实更

加奇香元比。兰州鼓子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根植于兰州特殊的山川

河岳中后，并没有因水土不服而枯萎夭折，而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崭新的生命结构和生命周期。

一、源流多说有短长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文人名士中兴起研究兰州鼓子的现象。

当时的《兰山学刊》、《现代西北》和《西北日报》等报刊设置专栏，就

兰州鼓子的渊源、流变、唱词内容、文体风格、音乐特色、伴奏乐器、

表演方式等刊登文章展开争鸣 。 当时有张维鸿的《鼓子词以鼓为

名};李孔口的《兰州流传民间文学考}.铁耕的《论兰州鼓子);木石

斋主的《兰州鼓子出故都说》、《敬答李海舟君};韦书的《杂谈鼓词};

方折衷的《扬琴与洋琴};李海舟的《读〈兰州鼓子出故都说〉后》

《读罢〈杂谈鼓词〉后》等论述，在当时的西北地区掀起了研究和讨

。仅如4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论兰州鼓子的热潮，其后不断有学者加人兰州鼓子起源说的讨论。

关于兰州鼓子的产生及其形成的历史年代，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争

论还在继续。考察兰州鼓子有关起源的各种言论，有宋代说 、宋元

说、元代说、清代说四种。

宋代说

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宋赵德麟(令峙)始创商调鼓子词，用

‘蝶恋花'谱西厢十二首。"甘肃学者慕少堂在《甘宁青史略》据此认

为"鼓子词的产生策源地，是安定郡(泾川一带) ;鼓子词的创始人，

是宋安定郡王赵德麟" 。 并在《甘宁青史略~ ( 1948 年版本)副卷五

所作"泉兰鼓子词"条目相首处曾批注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峙

者，始创商调鼓子词，泉兰鼓子词之滥稿也。 "甘肃学者张维鸿在自

著《兰州古今注》一书中说鼓子词以鼓为名也，兰州鼓词俗i化为鼓

子，其曲牌尔雅而多繁声.以→人独唱，犹有南曲余响 。 "

现代曲艺专家陶钝也说唐人元模写崔张故事的传奇《崔莺莺

传》后，先有宋人赵德麟传写其事的鼓子词说唱作品，继有金人董解

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0 ..明人回汝成《西湖浏览志》卷三记载，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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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兰州城市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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