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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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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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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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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斗*1'小D[;j ""/j\ ilJ:子 II "后卢i 飞 ìI司 问王Edt规

律，顾 Jrt名精 i豆豆棋休柿。 反问称阳、苦苦体。 热 i网捕院数:段很多，流行 j 陈中地域

的i自胶EIt片即合 180 前 1335: 才~R即 50 余首‘层小戏 200 会扣。 3吃， H主仰士也i或

将鲜明、p环婉转、优摊主)J 'lIr 可深受群众的喜爱。演唱形式有二手1，刽…利1

胡子底院农舍， :ttb，忧?言L也{坐3酌，不化妆、不表演 z 以限为主c2在二种乐、号是了战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户物发展的表演形式。均 F'C号日庆典、券节扑火斗找合11'; 1&1 1.f'妆我，

创可 1年1岗/J\ EIt立戈旦J( u月折子。传承方式以村邻才日学、师促中E搜、家淡中日伶λ1

1 口放心传可发展繁荣了陇r:þ Jj \劫。纵观发展过程可成为"白己去目织、匈

力[1 、自我2按照、自觉传乐、自 )J保护飞文化自，协有)J J1l. 

198.1 年。文化部、中那圣飞中网除协联合发出 i关 H焕发〈中网捕

约:通知"可 1986 年 iLJ尤成交了川省没υ编输部与丽展开了

收没(坝、黑 lctt 艺吝乐灼 ~Ý 东、整理\豆腐篡工作。5E西fEZ若为 " Ui有卷"豆腐罢?

鼠，然榕ω1998 年出版的〈小曲艺音乐揉成·甘肃卷H!Z及 rlrfl:占三杂志贤采 JX(

录音记逃的"交笔会 n " Jj飞她子"她仰 20 ~}首与陇凶占磊、常斗在行、何3豆、衍生 Bf

;在风采;音记谐的阮忠激情多钱， Ji是:自县i牛充{会风采己满的小才如日局应战抑

26 前可以果然欢氏在中国:llJ月号. t171j(t卷〉古自察工作中被评为先进个人。

陈巾叶辛 ii音乐历史悠久，添元iÂt '立。 去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拘传统音乐文化

的划成部份。流行于务畏的热艺音乐，形试多样飞幽种需要多，叫) .，阳。

官卷飞段书、瑞子弹3昌、自li~H j置情、飞，zr二菁、相?飞说唱故事等。 1875 .q::JT'问?有安

民闷小湖艺人史振辛辛拜师之如18力艺名家 !i'k师博可后传入安定。 3三今 q 形成

安定:jlJ艺六代f1?人史iJK锋、主f;:~豆豆王、 7;]飞晋、文1[永亨、文IJ涵、立11 巧嚣。 遇;同小监督ii

歹rJì\l刘东半物版文化遗产保护科袋，这主要对陈小民间晦及艺术价值约街了。

进入新世纪可阶l "f在各县民fdj文艺工作借保护车遗之狂风，扬民闷热艺之N

, )戴fizz首家提出的叫呈报5菜、点主变坝、力1I、研究、大7J 推) ~ !'的方针布以

度的文化自主权、极}.I刘先决流传 1、兰卡的院判后加刊合救、按现和研究，给

脱了丰硕的成泉。 rlr民想志院、你clli版〈甘肃由民烈日俗文化以由民烈哭"可战

立)区刘福、刘汉后迁出版〈陇中小，除〉 !i鼠:自f口J钻出版〈陇 rt丁小姐传统剧本

、兰f5ìd金 H1 版觅:黑哭问窗乐〉从咋、主:黑 IJ 飞 ctt 研究〉 t 注2守3~H'\ 版〈通浪 t1 飞

她集锦};陇íZ!j主2:1' 1际出版〈陇Et1 飞 rttd\~副主在〉陇裂党主主明、衍学f§j fijl 版〈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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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i1支情 j在〉、陈-~县倾宗'仁出版〈陇原秋歌集〉同收录/扣除艾女'.40 余衍。他们以扮

救性的文旦旦记1在来传玉在文明马无疑具有独特的社会功效。 20 t甘纪 ω

农村\:业余文 "cp 可将小ilIì fl般」吉革命，演出 γ现代小胡 RE〈该办

武装}等。 2013 年!ËillI和文学艺朱界联合会和市放

艺家↑亦会主f办 i 京的市运j国陇中小楼汇/良市月1视台隶制踏放各级、陈小嗷精

彩;卖出。充分体现7 !ËiEì rlJ 文化吉s r'--~对华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实施，保护

抢救第…飞合、也刊用、{专注灭发照 1 的精神‘受到群众…致好ì~o Uj*~1价 1衷艺双

毒草"文艺豆豆陇r:j:丁小曲艺人刘袍， 50 年来;筒，心研究可自然自 j条可将小监掘工鳞舍，

繁然发展了陇小小她 c 2006 年甘肃省文'以厅、人事斤，在手|定全省足足村

化人才副高级职称巾， ~鼠 j昌县滔守觉获得戴高级tj飞才如我;1是艺术师，， 1汀克俭获到

高级作组艺术师。

::EJ:D三说 n ;~.是斗与文料'自，就谈不上去发棍、熟姐和传i求"没句默默奉献可

成柴米。，议、比优荡的文外j意户是生 13j

的见:iF ，们更起热攘的具有戴安价值的文化资派，对弘扬、繁!焕发展?问市特巴

文化同保护继传统文化有若积极约2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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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器、击乐器、定调

(一 )三弦 · 民间小曲以三弦为主要乐器，演唱者靠近三弦坐唱，三弦随腔

伴奏。 民间分为囚种定弦法.即"平'''1当 '''1关 ，， <1越" 。 "平弦" ( 号 1 5)"当弦" ( ?号2)

"关弦"(♀号1)， 民间称囚度定弦为"硬中弦"、五度定弦"软中弦"。 "关弦"主要

用于哭五更，风落怨，金钱，夜香等凄凉悲哀情感的曲调。为了使兰弦演奏方

便，将传统的"越弦"定调在( ~~1)的基础上再把老弦升高一个音，即成( 字号1) 。

"越弦"(~~1)是小曲中最常用定弦法，其次为关弦，平弦很少运用。

(工)板胡·分反调和平调两种，反调板胡和秦腔板胡相同，发音清亮，是小

曲中的领头乐器，定弦(1-5) ，平调板胡定弦( 5-2 ) ，板壳较大、发音低沉。 据说

先用平调，后改用反调。在有条件的地方，两种板胡同时进行演奏，效果会更

佳。

(三)工胡、笛子:三胡和低胡是伴奏中的辅助乐器，定弦均为(号-2 )。笛子

l=F 调作简音 5，作为定调标准。

打击乐

因小曲多为地摊清唱，不同于其官板腔体戏曲，没有铜器鼓板，如果在

舞台演出时，鼓板和秦腔相同。小曲常用囚片瓦和磐碗来掌握节奏快慢。磐

碗的节奏击法为一拍一敲，囚片瓦左右手各执两页，混合连击，在一拍之

内、右手击强拍、左手击弱拍、有时左右手交替连击， (一拍之内连击兰十

二分音符)以示节奏的变化效果。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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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板 ~1765 51 

磐碗川 x x 
四片瓦 ~.x x xxxxl 

2 1 2 5 5 

X 

x x 
X 

x x x 

起极 2176543 

…
一

事$碗 11 x X X X X 

四片瓦 11 x / x x x xxxx xx xx 

A 、 扭中最

小白有 ("-~-u~按时快"的变化规律， JFn目时，辛辛碗先敲…拍成二拙，

领头，其他乐部相应E姿忍饭， W子~施为地摊演仁昌乡的市赳饭较为简单 J 火

王在有w;J i萨卡租饭、;

(, )很:挝剧情需兰克‘升迁口iEit首先奏 首 Illi 片段. Illi将结束后再j豆iE板 h

(二)如战板券交后.演唱43还未;111 川、 I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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