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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把在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和西秦岭末端的

这块地域称为定西。定西是一方文化沃土，这里有丰厚的文化积

淀。定西是一片古老、雄浑、神奇的土地，民风淳厚，历史悠久，是丝

绸之路上一颗璀躁的明珠。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的古代先民，创造

了瑰丽多彩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及辛店文化。陇中是黄河上游

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和唐蕃

古道穿境而过，战国秦长城以此为西部起点横亘万里神州，黄土地

F俏'自然风貌与多民族文化交融，孕育了久远绵长的民间传统文化，

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本土文化长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中华

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i七意识，体现着中华

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定西既是一个文化大市，也是一个非遗大

市。要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挖掘、抢救、整理和以文

本存档的方式进行强护，更霞覆我们通过文字、国片和书籍的形式
国~; ~- v 
进行宣得罪介，以便让人伯贾深入和吏直观地

闻出版局精心策划组织编撰面版了这套突

术性、大众可读性的〈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委、

新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包括: {代表性项目名录H民间

故事H民间谚语H民间歌谣H神话传说H传统戏曲H民间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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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艺音乐H民间器乐曲H手工制作技艺H民俗〉和〈乡土教材〉

共 12 册，约 370 余万字。丛书图文并茂，融历史与文化为一体，在

盘点、梳理历史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激活了历史记忆，推动了文

化发展。〈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面世，将使我们更进一

步地从中华民族不曾间断的文化长河中看到，在定西这片广袤而

厚重的黄土地上，还有很多浩瀚精深 \灿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民间艺术以及民俗风情，这不仅是定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编辑出版〈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 ，实际上是一项对定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挖掘保护的最有效最有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文化奠基工程。 这部丛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发行，充分展示

了陇中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部分优秀的民间艺术以及

民俗风情，表达了陇中大地朴素厚实的地域文化意蕴。

文化是一年民族的记忆和灵魂，是一切创造力的智慧与结

晶。文化没有最终的归宿，它永远是一个开始。愿通过〈定西市非

咽"， F 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的出版发行，进一步唤起全社会保护非物质 咽，

文化遗产的意识，让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影响力保持得更持久一

些，从而更进一步地激发全市人民以奋发进取的心态，去谱写定, 
西发展更新更美、更加辉煌的篇章。 我们也期望这套丛书不仅是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典藏图书和知识智库全书，而if也是

一部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爱好者以及广大读者了解?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工具书。 书中错漏和不足之处，恳望

专家和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指教。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编辑委员会

也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咽，

xu 

@ 

定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存

的足迹，聪明睿智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了以

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辉煌的远古文明。 战国

秦长城以 11伍洗(今山民县)为百起点横E万里神州，古丝绸之路和唐

蕃古道穿境而过，伯夷叔齐拒周粟、大禹导水分九州、鸟鼠同穴的

美丽神话，秦嘉徐淑的爱情故事，山民县花儿、通渭小曲、陇中皮影对

-美好生活的咏唱……所有这些都成为黄土地上的"诗经孕育和

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基因库，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家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定百人民创造的通过

口传心授方式传承下来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熏染陶

冶并形成了"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定西精神"和"领

导苦抓、部门苦帮、群众苦干 "J毒"三苦"精神，筑成了定西民众历经
画画事-:". 4.a- W 

挫折而自强不息的惹志品理F诚然，我们应该春剧，由于盹代的变
-~予币~..;...

迂

去了赖姐划民吉哇佳1荐羊

心授的民间独门绝技，因传承后继乏人，

，许多口传

消失。因此，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且迫在眉睫，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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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H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继制定出台了 〈定西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H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方

案〉及〈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 ，全面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名录体系建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市眠县花

儿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郎山花儿会、 洗砚制作技

艺、山民县巴当舞、通渭小曲戏、定西剪纸、通渭影子腔、山民县青苗会

等 7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伍混租蝉传说、陇西

云阳板、渭源羌番鼓舞等 34 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并建立了涵纳 231 个项目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 名、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 40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173 名 。

一尘J也:}j毫苹且一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并不难，但要找出像定

西这样有着深邃而博广的民俗文化体系则不易。要找出独特的、蕴

钮-1 ." 涵丰厚的人文积淀并不难，但要找出能延续到今天，且被不断传 咽，

承、丰富、超越、创新的人文则不易 。 这就是市上决定组织编印〈定

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价值所在。本丛书选择了我市具有代
, 

表性的 200 余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部分民间艺术以

及民间习俗进行概略介绍，试图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形蚤直观

的图片展现我市各民族、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宋以及

民间习俗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面貌，让更多的人加倍珍视这个无

比珍贵的精神家园，让这些美好的传统记忆长驻人们的心田。

本丛书的编辑同志们用历史考证者和现实感受者的眼光，考

察历经数千年沧桑岁月的定西，感觉民风，体味民情，记录民俗，用

开阔酣畅的笔墨， 0区 I L.，\为文，大度而峻厉，本色而瑰奇。 这种挖潜意

识，决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日情绪和一种狭隘的地域偏好，而是

边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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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西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开拓，是一种审美意识中蕴含着历史意

识的苏醒。民风与地理的辉映，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自然与人文的

交错，既是历史的泼墨，又是定西的写意。 这不仅是留给定西人民

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和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而且对

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加快推进我市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和陇中特色文化大市建设，推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的全面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向为本丛

书的编写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编辑和对丛书编撰工作给予大力支

持的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时间的仓促，本丛书仍有许多不足，例如在选编过

程中编者的视野比较狭窄，因此从地域上来讲并不能完全代表定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有些内容的表述语言生硬枯燥，缺乏识

别的细节，等等。但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一个留有许多空间的起步，

豆豆久的将来，会有更多钟情于这项宏大事业的人们投入其中，谱

写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美华章!

文兴逢盛世，百花喜迎春。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定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的祖国、为中华民族、

为我们的家乡赢得一个永恒的春天|

、，

z乏年 例、

2015 年 11 月

号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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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综述

民俗文化，是指民闯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 个国家、

民族飞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IJ ìâ，共享飞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

民群众 ( 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 系列物质的、精神的

文化现象 ， 是 种来自于人民 ，传承于人民 ， 规范人民 ， 又深藏于人民的行

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民俗文化涉及的内容很多 ， 主要包括生产劳动(农耕飞手工业飞商贸 飞

交通运输等)、日常生活( 民居、服饰、饮食等)、社会组织 ( 信仰、祭祀等 L

岁时节日 飞人生仪礼(包括童礼飞婚嫁飞寿礼飞丧葬等 L游艺飞 民间观念(包

括村社习俗、禁忌)、民间文学 ( 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方言、谚语、谜语)

等。

定西大地，历史悠久，早在 400 口 多"1'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活的足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境地先后经历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飞辛店

文化飞寺洼文化等各个阶段。重飞商飞周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民族飞羌

族、西戎的游牧地。后来羌人东徙南迁。逐渐地同华夏族(今汉族)融合，自

唐启期，定西全境先后被土蕃飞西夏飞金飞元等建立的政权统治过，经历 了

太多的战乱与苦难。但是，这种事民族长期纷争、共同生活、相互融合的过

程 ，决定 了定百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也为传统民俗的多样性奠定

了基础。 例如，今天人们食用的炒面(也叫熟面)、喝罐罐茶疑为藏人吃糟

靶飞喝奶茶演化而来 l 境地的乡民们为了祈福穰灾，有i音"师公"}J酸的习

惯，师公，又称法师、端公 l 打酿，又称 "跳神町，亦即惟舞。叫端公是羌族宗教

号且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也主时非物阳遗由民俗

职业者 IJ ( { 民族知识手册} P350)。而跳神是一种宗教舞蹈，产生于藏王赤

松德赞(740-754 年)时期，由藏族土风舞与宗教内容综合而成。因此师公

跳神即为羌族遗风与藏传文化的影响的合壁，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在沿用

着清时的葬仪(如寿衣)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使得曾经丰富

多彩的传统民俗正在消逝。可以说，消逝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种过程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有明显的从城市向乡村漫汪的趋向-有些是生产发

展和物质资料的丰富所形成的，例如玻璃普及后，窗花就没有了市场。有

些是太过繁琐，在逐步简化的基础上消失的，如跪拜礼等，也有些是在社

会的发展中被淘汰了的，如生儿育女中的种种陋习，充满着性别歧视的禁

忌等等。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民俗消失的速度也愈发的加

快，而传统习俗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功能也日趋弱化。

对于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是考量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社会包容

度的重要内容。值得庆幸的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工作已全面推进，

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并出台了相关政策，例如安定区制定的〈关于推进定西

市安定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高度重视。而〈定西民俗〉一书正是在这种

大背景下出版的。

王军同志是一位教师，我与他相识相知已有些年成了，对他在繁忙的

教学工作之余从事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整理感到钦佩。本书即将付梓

之际，王军同志让我作序，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也是我应尽的职责。借

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参与到此项土作之中，为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整

理尽一份力 O

孙彦林

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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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定西概述

定西市位于甘肃中部，通称"陇中飞北与兰州、白银市相连，东与平凉、

天水两市毗邻，南与陇南市接壤，西与甘南藏族自治州、 I自夏回族自治州交

界。全市辖安定、通渭、陇西、临桃、渭源、漳县、眼县 1 区 6 县 ， 11 9 个乡(镇) , 

总人口 296万人，总面积 2 ，03 万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136， 21 人/平方公里。

定茵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古代"丝绸之路"穿境而过 ， 又是新欧亚大

陆桥的必经之地，也是兰州市的东大门，素有"甘肃咽喉、兰州门户"之称，

市区距兰州市仅 98 公里 ， 与关中一一天水经济区和兰白都市经济圈毗

邻。

陇海铁路、国ì1i: 312、 310、 212、 316 线及蠕柳、天晚、天定、平定、兰临

等高速公路均穿境而过， 即将竣工的的兰揄铁路、宝兰客运专线均途经定

西，使得定西巴成为中国西部-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在 1420 米至 3941 米之间，落差达 2521 米 。

海拔最高处为渭源县与漳县交界处的露骨山 (3941 米) ，最低处为通渭县

南部的青石峡谷底( 1420 米)。地理区域介于东经 103' 52' - 105' 13' 

北纬 340 26' - 35 0 35' 之间。

境内年流量 7 ，94 亿立方米的渭河蜿蜒东去，年流量 53.24 亿立方米

的挑?可曲折北流，干洒的漳呵、祖厉向、漱山?可已是季节性泄洪?可流。 却也

记述着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1958 年的引桃工程留下的是几代人的伤痛，

2∞6 年启动， 2014 年 11 月 9 日通水的引挑供水 期工程使境地数以百

万计的居民受益，工程的竣工也圆了定百人半个多世纪的引桃梦。

这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森林覆盖率极低，生态环境较为恶劣。 渭?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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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地区荒漠特征明显，水土流失严重。南部地区相对较好，海拔较高，旅

游资源较多。严酷和贫困铸就了定西人坚毅、乐观、勤俭耐劳的性格，世世

代代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自己的勤劳和朴实抒写了一曲曲

赞歌。

曾经的定西有过繁荣与辉煌，但更多的是贫穷和落后。激荡奔流的挑

河、渭水，广袤深厚的眠山、陇)11 ，不仅孕育了马家窑、齐家、寺洼、辛店等

灿烂的支前文化，也传承着汉唐古风，使定西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

道、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早在四平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夏、商 、周及春秋战国时

期，这里是民族 、羌族、西戎的游牧地。据《西羌传}((山海经·海内经}((竹书

纪年}((逸周书 ·王会篇》等记载，远古时代的定西属于古之雍州。据《郭杰

三重修定西县志·舆地二·沿革》中载"定西在禹贡为雍州西障。"((尚书 · 禹

贡}((周礼·职方》中载夏、商、周之际分全国为九州 ，县地在雍州 "(1990

年版《定西县志})。其时九州 RP为冀、究、青、徐、扬、剂、豫、梁、雍等。雍州

大致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 ，历代的区域大小不一，行政

级别也有变化。"春秋战国时，羌戎杂居(郭杰三《重修定西县志衍。 "可见

春秋战国时期，定西属"古西羌地"即后来的文献中所称的"民羌""羌戎"

"西戎。"((诗 · 商颂 ·玄鸟} : "营有成汤，自彼民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

王。"郑玄篓云"民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 ，享 ，献也 ，世见目王。"孔颖达疏

曰 " 民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竹书纪

年》成汤十九年"民羌来宾"武丁三十囚年"王师克鬼方，民羌来宾。"

《山海经 ·海内经}: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生龙是始生Ií;羌。"郭辈革

注 "伯夷父顿琐师，今民羌其茵裔也。 "((说文》又云羌为"西戎牧人也，从

人从羊，羊亦声。"应邵《风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 6羌'

从羊、人，因以为号。 "((札记 ·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 西方曰

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战国时期的秦昭裹王二十八年(前 279 年)就在狄道(今临挑)设置陇

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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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挑) ，辖今定西全境 ， 因其郡治位于陇水之西 ，故名

"陇西" 。 今各县区地域均在辖境。 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地理行政区划虽

有变化，但陇西、 l自桃、眠县、定西多次成为州、鄂、府一级行政机构的治

所，是甘肃中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唐代宗主应二年( 763

年) ， 吐蕃攻陷眠州，后临州、渭州相继陷于吐蕃。吐蕃前后统治今定西市

全境长达 3ω 多年(其间沙州张议潮收复，并由唐统治境地 50 余年)。

北宋元丰四年( 1081 年) ，宋军收复西夏所占故地，宋神宗赐名"定西

城" (今定西城区) ，为"定西"得名之始。金贞花四年(1216 年) ，升定西县

为定西州 。 元代定西属陕西行省。至E十二年(1352 年) ，因地震，改定西

州为安定州。明洪武十年(1377 年)降州为县。明代定西属陕西承宣布政

使司巩昌府。至清初康熙六年，分设陕西右布政使司(后改巩昌布政使

司) ，次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至此，定西市属甘肃布政使司所辖。

1949 年 9 月 ，设立定西专区(初为会宁专区，同年改定西专区) ，后改

定百地区。 2凶3 年 4 月 4 日，撤销定西地区，设立地级定西市。

云卷云舒无数度，沧海桑田几轮回。 定西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天

下富庶，无如陇右" ( {资治通鉴灿的富饶与繁荣之盛景。自宋代至无中期，

由于战乱和人为开荒种地，加之气候变冷 ，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方

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到了近代，更是由于战乱迭起，国家政治腐败，民

族矛盾空前激烈 ，终于爆发了近代冷兵器时代的最大规模的回民起义。 起

义过后，清政府国库空虚，防务废驰，境地匪患严重，民不聊生。至此，定西

真正成为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 。 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曾在上给朝廷的折

子中称"陇中苦癖甲子天下"。从此 "苦甲天下"也就成了定茵的代名词。

勤劳聪明的先民们在这块大地上世代繁衍生息 ， 创造了灿烂的远古

文化，诸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境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

化、寺洼文化等都国首先在定西被发现而命名。首阳山伯夷、叔齐的传说，

连同绵延子境地 250 公里的秦长城 ，及其西部终点临挑(在今眠县)一同

闻名于世。 王莽时期的新莽权衡，创造了境地一个奇迹。 唐代缺乏文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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