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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明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部，面积 45 万乎方公里。这里居住着汉、

回、藏、东乡、裕商、保安、撒拉、蒙古、哈萨克、维吾尔、土、

满等十多个民族， 2600 多万人民。他们勤劳勇敢，和瞠相处，共同

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包括以物

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等，也色捶以非物质形态存

在的文化遗产，如口头传说、传统的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手

工技艺、民闯关术等。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是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

甘肃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悠久。陇东高原是周人先祖不富

和公刘故地，秦川又是伏战和女娟的家乡，史称戳皇故里。九曲黄

河留下不少大禹治水的足迹。河西走廊是秦汉开拓之地，陇南山地

是氏、羌建政割据区域。甘南苹尿曾是喃厮哆经营之所。甘肃是历

史上文明的三条古道所经之处。丝绸之路纵贯东西 2∞0 多公里，

唐蕃古道和蜀道都取道这里。甘肃又是历史上少数民族驰踌开拓的

地方。 秦汉以降，氏、羌、鲜卑、匈奴、突厥、女具、党项、哇蕃

等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发了这片热土。元明以后，又有东乡、

田、保安、藏、土等民族与汉族聚居在这里，为开发廿肃作出过重

要贡献。因此，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不仅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底

蕴，而且具有浓郁的各民族文化情调和特点，博大精深，异彩纷

呈。这里产生过中国最早的绘画一一泰安大地湾地画;有彩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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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最高的马家窑文化精美彩陶;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 、 麦积山石

窟和炳灵寺石窟;有举世无双的汉代铜奔马;有意蕴深厚的拉卡楞

寺佛教艺术。 毫不夸张地说，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是一个蕴藏丰富的

"千佛洞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民间民俗美术博物馆。 它的信息和容

量，它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完全可以同丝路石窟艺术媲美。 哲学的

思辩，神化的描绘，宗教的理智和科学的抽象，在这里得到了生动

的体现。 黄土高原的雄浑，大戈壁的磅碍，草原的恢宏，熔铸了其

艺术格调和分量。 囤案的繁缚，色彩的绚丽，构思的精巧，编织了

煌煌烨烨的华彩。

现在，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

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将包括民间民俗美术在内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政府保护之列 。 甘肃省先后有兰州黄河大水车制

作技艺、保安腰刀、 1I各夏砖脉、庆阳剪纸、 庆阳香包绣制 、 涌泉夜

光杯雕等民间民俗美术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必将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 一书是我省文化工作者对甘肃民间民俗

美术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 1994 年首次出版，受到读者好评。 时隔

14 年，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 作为"农家书屋文库"之一修订再

版，又增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新内容。 无论站在哪个

角度，都是可喜可贺的。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创造

出来的，是他们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 现在通过系统整理作为农家书

屋读物再回馈广大民众，真正做到文化资源的共享，这也是我们学

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在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 修订再版之际，聊述数言，权为之

序。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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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间民俗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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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处中国西北部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和秦巴山地交会地带，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早

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武山人"头骨化石距今3.8万

年;华池赵家岔遗址是我国旧石器出土最早遗址。新石器时代的秦‘

安大地湾遗址早于半坡文化已为世人注目。特殊的地理位置，为甘

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交融的舞台。兼

容高原农耕、牧猎文化为一体而形成的黄河文化，为周、秦文化发

祥更具广博的包容性;古代许多古老民族，在这里聚散、停留、迁

徙和生息，使甘肃成为汉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萎萃

之地，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甘肃又是古丝绸之路的繁荣

通道，以经济贸易为载体，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流并蓄，留下了种种

优秀文化遗迹。以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和挫绸之路文化为三大源

流，形成了甘肃独有的文化形态和内涵，并以博大精深，雄浑多姿

的主体内涵，包罗了中国西部文化的种种素质，成为西部文化的典

范。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是甘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髓。它标

志着甘肃文化的主体(劳动者)面貌，体现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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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源远流长。 肃北大黑沟等地 l ti 
的岩画，画面内容多为射猎、放 ~~

牧、练武、乘马作战和各种动

物，留下史诗般牧猎民族粗拙恢

宏的民间美术;秦安大地湾的地

画，距今7800年，是目前我国发

现最早的农耕民族绘画资料。彩

. 秦安大地湾地画 j .勺 陶文化遍布黄河、泾、渭、桃、

\~\~ .. ~~."-~{t~ 芥r~W， 1 庄浪等河流流域及全省境内。 最大的陶器发现于甘肃，齐家文化和 I
U飞LJJ;14 l l 辛店文化中的彩陶人头器盖和人体雕塑是世界最早的雕塑品。彩陶

?凡丁去 ，f:' j 艺术，在甘肃境内整个新石器时代处于高度繁荣状态，以其精美的
;二二二号 k .1 造型和斑斓的图案，甘肃被誉为彩陶之乡。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j; j吭;;:!4 f 「族自治县三坪村出土的小底 困腰、大旋涡纹彩陶被专家称为 l i
认 l1· ; s u J ! "彩陶王"。 吹奏乐器陶顷最早出土于玉门火烧沟;永登县东山坪出

! \尸Wft?(| fih | 土的彩陶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器。 武威县出土的舞蹈
t ~ :~;，tt~:护卫71ur f | 
v 、 dtJJF EtAJJ | 11· | 纹彩陶盆是继青海上孙家寨出土舞蹈纹彩陶盆之后又一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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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叫川 自陶时雕塑绘画音乐舞卧体脱了新石器时代甘

凡、吃f. L~ I ~ , 1 

:我注 ::11 | 肃民间艺术的成就。武威雷台的东汉铜奔马，代表了青铜器艺术的 l fff
j 是~~~JX~7i? 丁E割 飞 才 最高成就。以莫高窟、麦积闽、炳灵寺为代表的石窟遍布全省，集

υ 33黯量ilii; | 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之娥，横跨旧0多年的历史。发现于张掖 l
tJZ讯:f捂住 !的金代四美图民间木版画，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堪称中国木版面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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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苦"二:iz j 史上的稀世珍品。藏传佛教六大专院之γ的拉卡楞寺，是藏传佛教
骂:南争斗士j l 艺术宝库;被誉为中国"麦加"的临夏市，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艺

J 沪创 L:Mii| 术之精华。 I

川 。但 仙' - 71 ! ·. | 在甘肃庆阳发现了黄帝庙塑像。另外，归自墙上也绘有黄帝在天宫
t 工吧?叫王彤的 : . ，叫 率领群神壁画，它们和秦安的女娟像如出一辙。这也证实了甘肃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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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水车

据传源于明嘉靖年兰州、|人段续仿云南筒车所创。兰州|水车比筒



车结构复杂，工艺更加精细，造型更加优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

格。兰州水车大的直径达23米，车轴直径就达一米，双层辐条，内

外三圈横辐，最外两圈横辐间用木条制成矩形，横笠间格，既加固

了水车外圈，又增加了工艺造型，可带48个长方形提水木斗， 7j<.车 L

主体全用木料卵棒结合。这一生产工具，以它精巧的工艺，独特的 Lz J 了'

造型，成为兰州的象征。

握桥

亦称伸臂木梁桥。是甘肃独有的一种交通设施，现存握桥结构

精巧、建筑宏大者有渭源的j霸陵握桥和兴隆山握桥。在陇南文县一，

带白水江上随处可见。桥体为弧形，纯木结构，无桥墩，桥上建桥|

亭长廊，两边设木栏杆，桥头有桥亭，飞檐纵横，雕梁画栋，亭壁

彩绘飞禽走兽、花卉山水、人物、神话等各种图案，典雅壮观。

风车

是分离粮食与杂质的生产工具，全木结构，其造型近似蜗牛， 1 

左侧为半圆弧形封闭，中间有一轴，上有四木叶片，轴柄在前，是|、

风轮，风轮前有一活动叶片，可控制风力。右侧方口为草料口，上

部有一漏斗形方口为进料处，前后各有一下斜方出口，前出净粮， I马 耳
后出石土等杂物。摇动风轮，控制活动叶片，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粮

食，进行清理。风车构思巧妙，造型奇特，有的还配以雕刻或彩 | ji
绘，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织机、纺车

在甘肃主要用于纺织棉、麻、毛、丝物。陇东、陇南，以纺织

棉麻织物为主，纺车基座多兽头浮雕，织机系坐卧式，顶部是具有

弹力的木弓，织时只要拉回，则可自动弹回。甘南藏族织磕磕机与 |'JZ

其略异，无疑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果。肃南裕固族褐子织机是更为 1 ;



古老的腰织机，可织出简单的条格图案。舟曲藏族的织锦艺术堪称

一绝。织机为小型腰机，织时把织机用带固定在腰前，双腿平伸顶
、，~~/ L '~ 

住织物另一端形成张力，边织边将织成品卷到腰前。织锦多用七彩 l Jif |J'毛飞;二弘?f;· 同

棉、丝线可任意织成各种图案、文字主要以各种几何图形军卢茧': j￡;二
形劳动工具、房屋为基本图形，宽从2，3厘米至60厘米，长度可不 叭'，.r

fν咆| 气! 飞

限。主要用于妇女的头饰、腰带、靴带，和姑娘嫁妆、信物及送给 | 1511;一UAIY二飞

民居

民居是人们美化生活的天地。甘肃民居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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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特色，依附于民居等建筑的砖雕、彩绘是甘肃民间民俗美术

的组成部分。

临夏砖雕

是民间美术的一颗明珠，尤其回族砖雕艺术更为精湛。它源远

I ~5..， I 流长，明清之际，更趋成熟。临夏砖雕有"捏活"、 "刻活"之分。

没;1;二 J 咽活"是将泥巴用手和模具捏塑而成，用"塑"的手法刻活"
川1|川 是用烧成的绵砖，刀刻而成，用"雕"的手法。砖雕多用于寺、

:r '~I 庙、园林、民族建筑和住宅之中，用以装饰山墙、影壁、理头、看
墙、须弥座等部位，既有一种建筑结构功能，又具建筑物的装饰作

用。从民间美术角度考察，雕刻流派有两种。一是以图案为主，兼

用绘画构图方式，是在民间艺术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又给民间美术 I ',";:l 
以提高升华;一是以吸取传统中国画构图技法为特点，又不失民间

飞… | 二!美术朴拙、典雅的特点，以绘画为主，更及书法、图案，使砖雕艺

抖格达，二:〔347 术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 仰 可叫叫习浮吱苇\1抖':~;

.'~~.卢lι码:~~.以，二: 垠以点和声#加片 ， 才 . '..1 宁夏、新疆等地，承建了不少园林建筑和寺庙观庵等宗教建筑以及 11
'~; ~肃'1VõJ-ll;营机 4 丁..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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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典雅的民居，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 1'-"斗电产严b七凰才-t:'臼11;主ββ守3羔片3异龟卡3主

f芒户咛' 1'千I ~吁 俨i:; ?t:冒二J伫飞 斗 $J i. 
临夏民居 电℃ξ~- 仁i 此叫\门k.γ防 ~~~jρ 忖::.:.~川'.:.~-~，~几冒飞飞‘νJ.‘ 

临夏民居阳 气候条件不阳为三种形式干旱地区多 究:是!
I ， '~ I _~"、响 ι. . ~-、山E

窑洞，一般依山前削壁、凿洞加固，安门开窗，临窗盘热炕。山阴 l!. 注:叫如?注:2·;1 ji

\ ， 地区多草棚，一般选通风高平处，筑墙起架，主柱上梁，搭穰挂 川 屯 止，并 ，X' 耐

橡，坡式屋顶依鱼鳞式层层压苗山草或麦草，流水快，通风易干|了主\

煤，适应山区多阴多雨气候环境，川|服地一般修建瓦房(屋顶覆瓦) r:' 

或土棚(屋顶堤草的。瓦房又有"抱屋"和‘厅房"之分。"抱屋..f}中 飞;
飞 l 房顶为单坡式，俗称"搬屁股"即所谓"房屋半边盖抱屋"

又有进深三架梁、四架梁、五架梁之分。"厅房"屋顶取双坡式，

俗称"两流水" 。 进深也可分为"抱屋"形式。无论"抱屋"和 1;

"厅房以隔断分为"穿廊.. (前檐留廊)， "出檐.. (又称虎抱头) , 

三间中两边间前墙与檐柱齐，中间一间在金柱下安门，即成为凹字

形。 以装修分为"板装裹"、土门土窗。土棚建筑格局如瓦房，唯

屋顶平缓，埋草泥防水，不用砖瓦。



建筑彩绘

问彩画时叫公衙官署寺庙阳服|
画装饰。彩画不仅有审美作用和价值，更是保护建筑木构件的重要

方式。从兰州、河西、陇东、临夏的古典建筑考察，可分为三大流

派。陇东地区古建彩画，接近西安画风，构图疏密相间，用色简

| ):;|练，红紫为主间以青绿，气度宏大意境高远以平刷出同山、|飞
|庆阳公刘庙为典型;兰州和河西地区形式基本一致，构图疏朗简

括，着色大方，毫无繁琐之感，多用青、蓝、绿三色，间以大量白|

a 粉，给人以素雅安定之感。以兰州城惶庙、武威文庙、张掖大佛寺 I \" j

为典型;临夏地区彩画在吸收传统和笠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 I ~~. 
的基础上，融汇和吸收了汉族构图大方、色彩和谐的特点，形成回

'族构图饱满、纹样素雅的格局，藏族用色多比较强烈和大红大绿的

凤4格，以旋子彩画为基本格局，以苏式彩画和京式苏画的基础为主

要表现形式，用色热烈大方，红、绿、蓝、黄、青五色俱备，别成



去口苛

1:J;l一格。

J 甘肃建筑彩画主要有四种形式:

青妆。基本上倾向于清代旋子彩画，颜色的运用比较单纯，以

青、蓝、绿等冷色为基调，图案采用退晕之法，庄重素雅，多用于

寺庙古典建筑。

五彩。基本格式倾向于京式苏画，颜色比较浓艳。富丽堂皇， I 

多以红、橙、黄等暖色为基调，多用于园林建筑。其形式有"大五 忡 U 位

~ \ 1 彩多用大红热烈之色，旋子、云子等图案用青、蓝、绿三种颜 l叫 栏，弘;~~.:~
二|色层层退晕。色彩华丽，因用金量多少又有金琢墨、烟琢墨、大点飞手手1γ\\;;Bi川川1 ;川队μjJL4;L斗=斗f
.λ~. '1 金、雅伍墨等区别。 "中五彩蓝、青、绿三色中只用其中二色， | ::;YSAFC啊，;二h另':.)\.'~"

1 ....;.~ i;.{: ...4~ 萨幸亏 t唱 . · > z

云子、旋子等图案只退晕二次，不沥粉，不点金，不勾龙，比大五 lJT斗;二:~.':~ν钉在让~;川

彩构图用色较为素雅飞做工也比较简单。 ‘巧小\五彩"飞，\，蓝、绿、青 l日阳i?到拮1引芷非lIpfP;i二j1尝窍5窍兰;习;::;j;;:芝拦飞?斗二斗!:J4Jr
三当色中帜只用阳其中中一种棚颜色，云子、旋子等图案不退晕，不分深浅， 川市~:~;~~i;:言

川 不勾龙，不沥粉。较之中五彩施色单纯，做工更简。 \平 ljirf?如拌均可

雄黄玉。多用于民居建筑，其方法是将建筑木构件和装修板满 I仁\0.;.川‘iι.>'川生，
1 萨 J" *酶♂ J廿♂~."\ {'j 飞 F1. i , l , ':~，‘'-"J~ ，~'， 气 1 食品均Í'>..'.o'.<

t; I 刷黄丹，在彷心、楞心、板扇等处，用自粉勾出简单装饰图案，再 J，忌予孔JJ在主;:

以墨线或深香色绘出图案棚，然后再霖以阳口牒，装饰效果 irk -础豆豆。
K AJ ‘ ，1.{ ;.~'"':-.:: 7i.~‘川~.t;"':.' ./ 

比较素雅。 r , ... :'~ I .~~')'-:'~f ~~2 .. ~';~-;~~~'~;' \:~， 

青妆瞅金。用色蜘青阳彩以制主辅4JJLY e 

五彩，沥粉贴金，庄严肃穆，富丽堂皇，是彩画中的最高规格。

舟曲藏族木楼

生活在林区的舟曲藏族，民居多为二层楼。一般住房分上房、

下房。开间三间至五间不等。除山墙、后墙为土墙外，其余全用木

唱了 '1 料卵椎结构。 上房为家庭起居、活动和老人居室。上房正中为火

? |塘，左右分隔一间或两间为居室。 上房二楼为客室或贮藏室。下房
出 J 一层为牛马圈，二层为儿女居室。 居室四壁均用木板装饰和建成壁

i", I 橱，间以雕楼彩绘。上房、下房面墙及门窗，多用结构复杂的格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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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楼上檐廊及栏杆，多饰以木雕。 房顶为双坡式，用杉木薄板纵

铺横压几道用石块固定。藏族木楼大量吸取了汉族雕饰艺术，是藏

.，汉文化交流的结晶。

帐篷

服饰

服饰是人类追求自身美的直接结果，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这个

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甘肃民族众多，民族服饰琳琅缤纷，独

具特色。

裕固族服饰

裕固族是甘肃独有民族之一。 其服饰以妇女服饰为代表，并分



东乡族服饰

东乡族的衣着大方整洁。在清末民国初年妇女一般上身穿领

川 圈、大襟的绣花衣服，袖口宽大，袖口绣有花边，下穿套裤，裤管

攘两道绣花边。裤管后面开小叉，用丝带柬裤脚管。逢喜庆日子，

穿绣花裙子，这种绣花裙东乡语称之为"过美足蹬后跟高寸许

的木底绣花鞋。当时不戴盖头只戴包头巾，发髦上插智、钗等银

饰，胸前亦佩戴银饰件。当时妇女的上衣还流行假袖。用数段各色

布缝成，并在假袖各段绣有花边。后来妇女的服饰逐渐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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