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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于民间信仰应该

给予足够重视，因为民间信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

围，它是从采集、渔猎、游牧或农耕文明社会传袭下来的文

化遗产，其中有一定合理内核，在文化发展中也发挥了特

定的历史作用。

民间信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科学

达不到的地方，就有民间信仰发生的空间。即使科学发达

的今天，宇宙间也有大量人类未知或至今无法认识、无法

解释的领域。民间信仰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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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中国的吉卡赛人》 出版而作

兑坎乾离著易经

循流鉴古唱新声

文明肇始卦辞呈

探解先民灵慧衍

秋子 原名申晓君，文化博览杂志社总编，学者、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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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信仰习俗的一些思考
一一序《中国的"吉卡赛人">

柯杨

早在 1983 年三四月间，我率领当时兰州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

的赵宝堡、赵少智、部凤涛三位同学，对传闻中的中国的"吉卡赛

人"即甘肃永登县薛家湾村以算命、攘解为主要职业的村民群体，

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社科调查。 那次调查，是我当时主讲的民

俗学概论课程结束后的社会实践环节，大家都十分认真而深入地

投入了这项工作。 调查结束后，在我的指导下，先由三位同学针对

不同专题分别执笔写成了初稿，再经过我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于

当年 5 月完成了三篇颇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也是他们的毕业论

文)。三篇文章的题目是:{甘肃永登县薛家湾人的职业及其信仰

习俗H薛家湾人的家族及与家族有关的民俗传承》和《薛家湾人

的隐语一一绍句》。其中头一篇最初公开发表于《民间文学论坛》

1988 年 5 -6 期合刊，后来，又先后被选人张紫晨主编的《民俗调

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和苑利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信仰民俗卷H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2 年 3 月出版)。至于后两篇，因诸多原因未能及时发表，

它们将在这本书中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一贯认为，要客观而准确地认识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不论

是从民俗学角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角度，科学

而扎实的田野作业应是第一要务，是最基础的工作。那种道昕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说、走马观花式的所谓"考察那种从别人文章中顿取若干材料

并按自己的某种想象渲染成篇的所谓"研究其实是一种"有哗

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炒作，根本谈不上是科学的调查

研究。回顾历史，学术界、文化界与媒体对薛家湾人的关注，大约

开始于 1947 年竹天的《中国的吉卡赛人一一记甘肃永登的"蛮婆

子")一文，距今已有 58 年的历史。 58 年来，围绕这个主题发表的

文章、报道不少，但真正够得上科学研究水平的为数不多。所以我

认为对薛家湾人科学研究工作仅仅只是开始，还有许多王作要做，

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与我的学生只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还

有待学者的继续努力。

一提起薛家湾人的算命、看相、攘解之术，有些人不免有点儿

谈虎色变。个别人甚至以极"左"面目出现，将其斥之为"封建迷

信活动必欲取缔、扼杀而后快。其实，这种人不明白一个最浅显

的道理:包括算命、测风水在内的中国神秘文化，既是一种古老的

传统，又是一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是一种俗信，而不是迷信。什

么是迷信?迷信乃是对蛊惑人心的谬论的信仰，如一贯道、法轮功

之类，这类组织祸国殃民，为害甚大，理应坚决取缔，毫不留情。然

而，对于算命、占卡、看风水等传统的神秘文化，你信也可，不信也

可，没有人干涉你的信仰自由，但它们并不蛊惑人心，而是慰藉有

困惑、有疑难的人们的心灵。我曾在夜深人静之时，多次沉思这样

的一个问题:整个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至今仍十分有限，

人类思维与理智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洞察事物的能力，

也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早期性和局限性。人类的生存危机

和精神、情感方面的大量困惑与需求，是当前的知识水平和科技水

平难以完全解决的，而社会上大量出现的不平、不公和不合理现

象，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频频发生，则更

加导致了人们对命运的相信，再加上人类对未来的强烈预知欲望

和面对两难选择时的许多迷惘和不确定性，这就使算命等预测性

2 



俗信活动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有的人往往以不屑

一顾的神态把普通老百姓的俗信贬之为"愚昧"岂不知在这"愚

昧"的背后，有一种敬畏自然的崇高感情和朴素真理在主宰着他们

的思维和行动。 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去求助于算命术和攘

解术，这类俗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心理平衡和情感渲泄的效

果，而这种效果也往往能转化为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正是在这些文化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3 年 10 月 17 日

在巴黎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才明确把民间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范围，而且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范畴的举例中，更具体地指出

"预言与神谕"、"具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的、预言式的、宏观宇宙的

和宗教方面的信仰和实践"皆在保护之列。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国家中心于 2∞5 年 5 月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里，也强调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过程中，对于民间信仰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因为民间信仰属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它是从采集、渔猎、游牧或农耕文明社

会传袭下来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定合理内核，在文化发展中也了

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第 157 页)在同一本书中，还深刻地阐

明民间信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科学达不到的

地方，就有民间信仰发生的空间。 即使科学发达的今天，宇宙间也

有大量人类未知或至今无法认识、无法解释的领域。 民间信仰将

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第 158 页)薛家湾人之所以能靠算命术维

持生计，其中有的甚至通过它走上了富裕之路，显然与民众的精神

和心理需求客观相关o

另外，从探索宇宙奥秘，解读时间与空间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究竟有什么影响这个角度来说，对算命术和堪舆术这类历经数千

年而不衰的神秘文化，也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和长期的研究，对其

文化价值给于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应有的评价。 如果说堪舆术(看



风水)的核心在于探索阳宅(居室)与阴宅(坟墓)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环境等空间因素对家族的影响，那么，算命术则是通过一个

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即"八字")的推演，来探索时间因素对这

个人一生的影响。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大背景，许多人生

哲学的重大命题，元不与时间和空间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光易逝，

人生苦短的慨叹和眷恋故土、返乡祭祖的行动，乃是渗透于中国传

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重要内容。 我们绝不能因为目前人类对时间、

空间与自己生存关系的探索仍处于初级阶段和带有神秘色彩而蔑

视它、排斥它，倒是应当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最新成果

和技术手段，对算命术和堪舆术中所包孕的部分合理内核予以剖

析和解读，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

心理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张吉忠、李生孝同志编著的《中国的"吉卡赛人"一一薛家湾

民俗文化探秘》一书，收录了迄今为止有关薛家湾民俗文化的全部

重要文章，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大家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

出，尽管视角各有不同，观点亦颇多差异，但却有助于广大读者更

客观、更准确地去认识薛家湾人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方方面面，也

必将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写了上面这些话，目的有二:一是对永登县及柳树乡党委、

政府重视薛家湾人这个特殊群体传统民间文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表示赞赏;二是对张吉忠、李生孝同志编著出版这部书在理论上给

予大力支持，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是为序。

11格
2∞5 年 7 月

柯杨 兰州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

员会委员，甘肃民族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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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前言

张吉忠

一、薛家湾概况

解放前，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流浪着一个以算

命为生的职业群体，他们三五家结伴，走城串乡，举家迁徙，跋山涉

水，四海为家。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吉扣赛人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有的学者把他们叫"中国的吉卡赛人"。

土地改革时期，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人回到了他们的"根据

地"如古浪县磨石沟、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大滩、永登县薛家湾等

地;一部分人就地定居下来，如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乡，永登县通

远乡、金嘴乡(现并人武胜驿镇)、清水乡(现并人柳树乡)、古山乡

(现上川镇) ，宁夏中卫，甘肃华亭、渭源，河南新乡等地。定居下

来，结束了他们世代沿袭的流浪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与当地人杂居，原有的风俗习惯渐渐被同化了，只有永登

县薛家湾是他们相对完整的聚居地，他们在服饰、语言、年节、婚

姻、谋生方式、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仍然保留着自己明显的特征，

以往有关介绍"中国吉卡赛人"的文章也主要是指他们而言。

薛家湾，隶属于甘肃省永登县柳树乡李家湾村一社，位于永登

县城西南 4.5 公里处的庄浪河西岸坪上，因此，有的人就把这里的

人叫做"西坪上的蛮子"。解放初，村里约有 30 户人家， 160 多人。

改革开放初期，村里有 92 户，人口 432 人。截止 2(泊4 年底，共有

162 户，人口 741 人。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建国五十多年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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