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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民尚文化艺术之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二00八年

2008年，正宁县被文化部授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1998年，正宁县被甘肃

省委、省政府授予"甘肃省

文化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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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原部长连辑在庆阳市委原书记夏红氏、市委书记来克军
陪同下检查正宁县非遗保护工作



2014年4月，正宁木偶戏参加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全国首届木偶展演大赛"

襟眷低 落
提忠、合、 周兴平等 同志:

您表演的《三对面》节日在"全国木偶展演大

赛"活动中荣获金奖。

特颁此证。

中命:会

正宁木偶戏《三对面》在"全国木偶展演大赛"活动中荣获金奖



1983年元旦，正宁木偶戏参加全区木偶、皮影戏观摩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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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正宁木偶戏参加"黄土赞歌" 全市"庆国庆"农民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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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县代表队:

你单位在"黄土赞歌" 一一全市 "庆国庆" 农民文艺汇

演巾参挠的木偶表演《生旦净丑P 荣获表演辛等奖.特颁

此证.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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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木偶戏表演《生旦净丑》在全市"庆国庆"农民文艺汇演中荣获表演二等奖



中国民阻立隔幸民自立化产面精品展

现踊横示奖

2007年6月，正宁木偶戏在中国庆阳文博会上获现场演示奖

| "梦想庆阳市企业家协会春节联欢晚会合影 | 



2010年8月，正宁木偶戏在全县农民文化周上义演

木偶戏老艺人李义清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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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入户为群众演出



木偶展示

木偶戏艺人梁俊孝
在做演出前的准备



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 、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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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文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文化的原生状态，是先辈在劳动、生活

中对生死、婚姻、忧乐、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和态度的表达，

是满足人类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它以特有的思维方式

和原始的审美情趣，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并经过千百

万年的延续发展，凝结了人们的思想与智慧，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根

脉与灵魂.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中，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前，面对现代化

的冲击和商品化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

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技艺失传、后继乏人、创新滞后的传承

危机。这就需要由政府主导，呼吁全社会的力量加以保护，不断增

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确保民族文化不失传、不断流.

自 2003年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庆阳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就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2008年成立了庆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并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研究和管理工作.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全市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环县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庆阳香包刺绣庆阳剪纸环县道情皮

影戏咣呐艺术窑洞营造技艺" 5个项目被国务院公布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陇东红色歌谣"等33个项目被甘肃省

政府公布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陇剧"等108个项目被

庆阳市政府公布列入庆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传承人保护方

面，全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名，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2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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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传承人151人.命名、建设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42个.

2010年，市上正式启动了非遗系列丛书的编篡工作，计划用

10年时间，出版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系列丛书20部，展

示庆阳民俗民间文化原貌，明晰非遗名录项目传承脉络，促进

文化交流，繁荣本土文化.目前， ((庆阳香包刺绣)) ((.真呐艺

术)) ((庆阳剪纸)) ((道情戏)) ({南梁说唱)) ((庆城徒手秧歌P

《环县道情皮影戏)) 7部非遗图书已出版发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庆阳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世代生长在这片黄土大源上的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所创造的文化，是庆阳人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在漫漫历史

长河之中，历经沧桑，与这方水土、这方人民水乳文融，形成

了庆阳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和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保护好、传承好这些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出版这套

丛书，旨在提升人们对庆阳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

感和责任感，引导灵多的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来，让

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历久弥新、世代相传，焕发出穿越时空、

承载现实、面向未来的强大生命力.

2015年1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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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约 丁宫

黄帝家神秘昭显源头文化，清官坊巍峨演义历史风骨。地处甘肃

省最东部的庆阳市正宁县，背靠苍茫碧翠的子午岭，足底奔涌不息的

四郎河，沃野平畴，山川秀美，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有丰富的煤炭

资源，不仅是陇东能源化工基地、陇东粮仓的重妥组成部分，也是烤

烟基地、苹果大县、宫河大葱的主要产县，全国科技示范县，全省卫

生模范县，更是香包、剪纸、皮影、木偶等民间艺术之乡。

"正宁香包香天下正宁木偶遍民间"。正宁木偶戏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植根人心，活跃民间，演及陕甘，名播陇上。正宁木

偶戏，是艺苑中一枝独秀的奇范。木偶，古称愧偏戏，民间俗称"泥

头戏肘胡子肘娃娃"等。可能是以前用泥捏的头部，像胡人

一样，故名。木偶戏是借助木偶作为表演媒介的，木偶是春秋、战国

时期用于殉葬的"俑"或"木偶人"的习俗逐渐演变而出现的。一般

认为"源于汉，兴于唐"。而木偶戏的产生，作为戏剧艺术，是源于

宗教仪式。正宁现在上演的娱神木偶戏、祭祖木偶戏等，都可从出土

的古墓中俑的变化与祭亡灵所保留的木偶表演仪式一脉相承，显示出

丰宫深厚的还在存活的原生态文化信息和底蕴。

用木偶能演唱各种戏剧、戏曲节目，它是集音乐、演唱、舞蹈、

绘画、雕刻、刺绣，甚至木匠工艺于一体的综合戏剧艺术。它以其内

容的质朴美、形式的原生美、演艺的兼容美、音乐的和谐美、舞蹈的

飘逸刚柔美而长期根植于民间，成为农村群众世代传唱的特色绝活，

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

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

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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