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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史称平阳，属古冀少1-1 。 这里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

之邦;这里是中国之根，中华民族之源 o 部落联盟方国兴起时，

古冀州位居中心，尧舜禹划九州而治天下，古冀州因处九州之中

而称"中国 " 0 << 史记》 载:尧禅让于舜，舜"而后之中国践天

子住" 。 故而"中国"称谓源出古冀州 。 始自尧舜，建都平阳 。

平阳在中国历史上，拉领风骚，地位独特，实为华夏文明最为璀

E荣耀眼的明珠。 难怪史学界有如此评说: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

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长安，五千年看平阳 。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平阳先后为郡、州、府、路治，辖区

范围适各朝之需或大或小 。 作为府治，始于宋政和六年(1 116

年) "领县十治至明清时期领州六、县廿九即辖今之

'1各汾、运城两市及晋中市的灵石、吕梁市的石楼两县。 清末平

阳 、 蒲州两府分治 。 民国初属河东道，后废道直属山西省 。 新中

国成立后， 1954 年运城、临汾合并为晋南地区， 1970 年临汾与

. / . 



l拖汾方志丛书·临汾民间艺术

运城分治 。 2000 年撤地设市，改称、临汾市。 临汾市东倚太岳，

西临黄河，南接运域，北邻晋中，汾水自北向南穿过。 全市面积

20275 平方公里，人口 413 万人，辖管 17 个县(市 、 区) ，市府

设在尧都区 。

在 11各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物产丰富，素有

"煤铁之乡"、"棉麦之乡"的美誉，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

人文景观，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资源大市。 全市现有古迹名胜

2594 处，其中国家级 13 处，省级 5引l 处 。 lωO 万年前的"丁村人"
, 

活动的遗址， 2μ40∞O 多年前晋国遗址与侯马"盟书

洪洞大槐树明代移民遗址;壶口瀑布、姑身仙洞 、 陶唐峪、 悬泉

山 、 龙澎峪、 龙祠泉;尧庙 、 广胜寺、 小西天、东岳庙 、 大云

寺 、 大钟楼、 霍州署、苏三监狱、元代舞台……它们正以其自身

的魅力和特色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在临汾这块钟灵毓秀、 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孕育了不计其

数的帝王将相、治国英才 、 文坛巨匠、学者名流。 中国第一贤帝

尧，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苟子完
壁归赵"的外交家商相如，名噪史册的政治家赵盾、 狐惬、 霍

光、贾适、贾充、邓攸，声震一时的巾惆英杰卫皇后 、 平阳公

主，舍亲子而救赵盾后裔的义士程婴，也吃风云的军事家卫青、

霍去病，早于玄英二百多年赴印度取经的旅行家、翻译家高僧法

显，宋代理学先行者、学者孙复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

祖，著名音乐家师旷，国画大师朱好古，天才神童卢秉纯……他

们的业绩，彪炳 日 月 ， 辉耀山河。

临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汉族民俗风情的发祥地，中

西宗教文化传播聚会的圣土，尤其是中国书画、戏曲、民间传

说、故事、歌谣、民间工艺、社火、 鼓乐艺术的宝库。 闻名中外

的平水雕板及其"四美圈名扬五洲的威风锣鼓，以及剪纸、

踩挠、面塑、舞龙灯、雄师登天、蒲剧、眉户、 e皮影、道情…

所有这些都是文苑之精华、艺海之珠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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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的珍品。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

历朝历代多有修志的传统，编慕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 时届全

新世纪，欣逢临汾撤地设市，平阳大地一派生机盘;然。 为了向世

人展示古老 11各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提高临汾对外的知名度，

激发临汾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美好家乡的坚定信念，临汾市

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以临汾史话、 帝尧、历代人物、 山水名

胜 、 民间艺术 、 民俗、 方言等内容的 《 临汾方志丛书 > ，这无疑

是一件利在当代、 功在后世的大好事 !

我的故乡是临汾，我的根在临汾 ， 桑梓情i末，自然对家乡怀

着一种特殊的赤子之情。 在 《 临汾方志丛书 》 付梓问世之际，

临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嘱我写序。 愿 ~ II各汾方志丛书 》 在

新世纪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为把临汾建成一个

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发挥积极的作用 。

200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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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顾名忠义，即平民百姓的艺术，非官方艺术。 其

种类繁多，内容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要求、理想和意志，

体现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

'1各汾，地处黄河中游、汾水下游，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0

万多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 1 万年前的吉县柿子滩古人类遗址，

6000 年前的陶寺文化遗址，华夏最早的帝尧故都以及闻名古今

中外的侯马晋国遗址等等，都在这里。 我们的老先人祖祖辈辈生

活繁衍在这块"中华民族友祥地"和"古文化摇篮"里，不仅

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开创了灿烂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民间

艺术从"丁村人"时就开始积淀陶寺文化"已有土鼓、是鼓

和特蘑与生活伴随;著名的 《击壤歌》 就是唐尧部落的歌舞作

品 。 历史的悠久，文化积淀的丰厚，使 '1各汾民间艺术异彩纷呈，

汇成了广阔的海洋。 从乡镇到村落，从家户到个人，从岁时节令

到人生礼仪，无一不充满乡土艺术。 正如 《晋南民间艺术》 电

视主题歌里形容的那样生在山村乡下，扎根在万户千家，美

似五彩云霞，田园中的一束野花;香飘天地人间，花儿开在春冬

秋夏。 "

'1各汾的民间艺术浩如烟海，素有"民间艺术海洋"之称。

民间艺术在历史长河中是诸如传承方式、 生产经济条件、 自然气

. /. 



l恼汾方志丛书. I陆泌民间艺术

候、 人民文化素养、民俗事象以及外来文化交流等主 、 客观因素

的产物。 同时，和人们的感情、 生活紧密相联。 劳动人民创造了

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又反映了人民的良好愿望，两者休戚相关，

相辅相成。 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家们是真正的作家，他们从群众

中吸收养分，又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和形式再现群

众生活。 这是民间艺术创作繁荣和旺盛发展、 长久不衰的根本原

因 O

'1各汾民间艺术究竟有多少呢? 仅从参加 1983 年春节临汾市

文化局举办的全市民间艺术展览展品的数字来看，当时共挖掘出

民间艺术 60 余种，收集、 整理艺术品近万件。 时隔 20 年，此数

与今相比定有落差 。 根据项目归纳起来，则有流传在千家万户的

民间故事、 传说、笑话、歌谣、谚语、 歇后语、 童话、 寓言 、 谜

语等乡土文学;有形式多样〈 独具风格的民歌、 威风锣鼓、 鼓车

锣鼓、 花鼓、 腰鼓、扇鼓、 太平鼓、花庆鼓、 转身鼓、同乐会、

八音会等民间音乐;有源远流长 、 盛传不衰的剪纸、面塑、 农民

画 、 炕固函 、 木版年画 、 刺绣 、 印花、 泥塑 、 木雕、 石雕、 砖

雕、 漆雕、 纸扎、编结 、 壁画 、 吹糖人、 陶瓷 、 琉璃等传统工艺

美术;有群众喜闻乐见的皮影、 木偶 、 眉户 、 道情、 碗碗腔、乐

乐腔 、 琴剧 、 千板秧歌、 四句子秧歌、 悻戏 、 目连戏 、 地方秧

歌 、 白店秧歌、 《钉缸》 和襄汾的 《 卖花》、《拐银匠》、《老少

换》、《赶会》 等小戏 、 歌舞;有自编自唱的曲沃、 翼城琴书，

各县、 市地方书，霍州碰猴书，襄汾汾东道情，晋南道情，快

板，莲花落，顺口溜，浮山许说等民间曲艺;还有富有生活气息

和地方特色的耍狮子 、 舞龙灯、 跑早船、 推小车、 老虎、 麟麟、

人熊、 高烧、 拐子 、 抬阁 、 竹马、跑驴 、 大头和尚 、 二鬼摔跤、

霸王鞭、 混身板、张公背张婆、鹉翁戏海蚌、 撬老爷坐扛子 、 七

品芝麻官等社火表演以及彩灯、彩车 、 烟火 、 杂耍、 武术等等。

这些民间艺术盛载着情趣，充满着欢乐，寓示着吉祥， 渲染

着文化氛围，记录了临汾人民生活的足迹，衬托着古平阳山川的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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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源流，凝聚着人们的丰富感情和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 所以，当你送游在 11各汾民间艺术的海洋中时，一定

不难领略她的丰富与独特，不难看出民间艺术巧夺天工的技艺 。

收纳在本书中的只是民间舞蹈 、 民间音乐、民间小戏、 民间

曲艺、民间美术中的一小部分，可谓沧海一粟。 不过一滴水可见

太阳，权且以点代面，唯望管中窥豹 。 况传统的民间艺术总是由

劳动人民创造，蕴藏在群众中间，历尽沧桑，一经发掘 、 整理、

加工 、 提高，即可去其糟柏，取其精华，使其完善。 然而，这也

绝非探囊取物 、 唾手可得之事。 今由各位作者切磋琢磨，编撰成

文，当属难能可贵。

杨迎祺

于 2005 年 10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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