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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丹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地带，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其地理位置特殊，历史文化悠久，民俗风情独特。近年来，县委县政

府顺势而为，着力打造西部文化旅游各县，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知道山丹之所以闻名遐尔，是因为山丹的文化。山丹要进

一步发展，必然要更加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传统文化。

早在三千多年前，地处西部的山丹就有先民生活，著名的囚坝文化便是佐证。凤光迷人的山丹马场自汉代就是皇家马场，雄

厚壮美的焉支山因隋炀帝西j监委见 27 国使节而萤声中外，遥远并行的汉明长城纵贯全烧。炒拨拉、垫卷子等特色小吃，美誉天下，

罐罐席、穗子拳等篷席和酒令折射出山丹历史上的繁华。山丹传统文化灿烂而独特，可以说源远流长，精彩纷呈，但现今山丹传

统文化受到社会现代化的严峻挑战，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亟须保护和发展。

近年来，山丹县加大了文化建设的力度，而且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2013 年，县上专门成立了地方文化

创研室，选纳了一些热心山丹传统文化的同志专门对山丹地域文化进行研究、挖掘、整理，历时三年，辛勤编写，形成了《山丹美食》

《山丹民俗 þ <<山丹影像 þ <<山丹故事 þ <<山丹民歌》等书籍，其精神可谓感人至深，值得表彰。

《山丹民俗文化丛书》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图文并茂、文笔简约，对山丹厚重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古迹遗存、

淳厚的民俗风情，以及山丹历代沿革、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传统美食、名优特产、古景新姿、故事传说等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反映了山丹多民族和谐共处、多元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中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人文环镜和民俗文化，多角度展现了山丹的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这套丛书 . 家乡人读着亲切而自豪 ， 外地客人读后必能较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了解山丹的风土人情及历史文化。

县上将 《山丹民俗文化丛书 } 的编写作为山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可谓高度重视。 丛书即成值得欣慰相信此套丛

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我县文化保护和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在此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山丹民俗文化丛书》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

时任县委书记、现任张掖市i1IJ前长赵学忠不仅十分关心丛书的编写，还亲自为出版的第一本书题写了序言。在《 山丹民俗文

化丛书》即将f寸梓之际 ， 我们也十分乐意应邀为丛书作序，以示支持和感谢， 愿各方一如既往地支持山丹文化建设 ， f专承和

发展山丹传统文化 !

是为序。

2 一一一

叫丹县委书记 作T

山丹县人民政府县长例手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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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3 年山丹旅游宣传组成立，当时出版了《五彩山丹摄影集 þ ，大家看到摄影家镜头里的家乡是那么美丽，感到深深

的自豪。是年春天，去拜访王自同Ij老先生，闲谈之余，老先生兴趣所致，拿出他搜集的山丹老照片给我们看，当看到那一张

张黑白照片，其中有些已经发黄，觉得有一种凝望历史的沧桑感，还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

当时我正在搜集整理山丹民间传说故事《陈家楼的传说 þ ，就留心山丹过去的历史，在王老先生这里看到了一组陈家楼

的老照片，感到很欣喜。就提议王老先生把这些照片整理出集。后来适逢我们创研室编辑整理山丹民俗文化系列丛书，整套

书预计五本，前四本都已定稿，县上领导和文广新局的领导让我们策划出 本反映山丹风土人情的摄影画册，在酝酿的过程

中，突然想到了山丹老照片，就建议出《山丹老照片》这本书，并很快的得到了领导们的支持和同意。后为了整套书的 致，

把《山丹老照片》更名为《山丹影像》。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山丹做为丝路古镇，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壮阔秀美的西部风景 ，

兼收并蓄的宽广内涵，独特的人文环镜，也蕴藏着无数珍贵的记忆。<<山丹影像》收集照片从 1900 年至 2川0 年的一百年为

时限，以回眸山丹百年变迁为轴线，展现了山丹百年的历史，让观看者从这短短的 个个篇章中领略山丹的独特魅力。也希

望以文史的视角，老照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个清晰且熟悉的山丹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全书分为两部分，第 部分有沧桑

古城、风雨焉支、马场风云、古刹佛光、长城烽烟五大章节，第二部分整个章节以路易 艾黎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为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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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艾黎足迹"概括全篇。

收集照片是 顶工作量很大的事情，除照片的继续收集和整理外，大量的文字撰写是要费心费工夫的。局里决定邀请已退休

的山丹培黎学校原副校长、也是山丹县博物馆首任馆长王自刚老先生担纲编撰，山丹县地方文化创研室全面负责本书的编辑、整理、

校对。当我们到他家里拜访他并提及此事，他欣然受命，乐盼其成。

王老先生手头的大部分老照片，主要有路易 艾黎健在时提供，有关山丹古建筑的照片，是当年在山丹工作过的新西兰朋友

考特尼 阿切尔在 80 年代初访问山丹时相赠，山丹培校老校友张教选收存的不少老照片全部从西安寄来，他的老校友刘铁林是一

位热心肠人，凡收集到的老照片都毫无保留相赠，几年前聂广湾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沙飞女儿那里找到了聂荣臻司令

员在晋察冀接见乔治 .1可克时的合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馆、文物陈列馆有了照相机， t宫内活动逐渐增多，尤其外事接

待与日俱增，留下了不少重要活动的历史记录，山丹县早期的报道组记者徐杉林、董传良和山丹县最早摄影人多兆瑞所留照片虽

不多，却也十分珍贵。

这些老照片，最早是 1910 年澳大利亚探险家乔治恩斯特·莫理循拍摄，虽不多，却开启了山丹历史的"光影记录..034 年后，

以路易·艾黎为核心的 批国际友人来到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把现代文明首先带入山丹。从此，这里的老百姓也首先零距离看

到了用光记录历史的照相机这个"洋玩意"。我们网上搜寻的莫理循"资料库"里捡出公布的照片，同样弥足珍贵。

有关山丹长城、山丹发塔寺、山丹大佛寺的最早照片也是莫理循所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三军的先头部攻占山丹大

马营和进驻大马营城堡的照片是由那时的随军记者所留，也是大马营的最早老照片。

长城、大马营、焉支山收入《山丹影像》的黑白照片基本上是 1987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拍摄的文物遗址。在编辑《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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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考虑到让读者能比较全面了解山丹长城的分布概况，适当增补了几幅几年前拍摄的照片。就在编撰《山丹影像》

时，张掖市党史办的陈金荣主动与王自刚老先生联系，把他从网上搜寻到许多知识青年在大马营的老照片(是 位化名为"蓬

蓬革"的当年知青费了很大功夫从知青中征集的)建议收编其中，采用这部分知青老照片是对《山丹影像》的重要补充。老

照片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因此，在撰文时尽量契合拍摄具像时的时代背景，女口合作化运动、反右派、大跃进、干部下放劳动、

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的描述，就查阅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张掖地区志》、《山丹县志》、 《记者笔

下的张掖》等众多文献资料。撰写中除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还注意了知识性和可读性。

编辑过程中，山丹县电视台葛勤台长为我们提供了六十年代末有关红寺湖"零点零二精神"、北京医疗队支援山丹、山

丹 中开展体育运动的 组照片，这组照片是用当时流行的 "120" 相机所拍。 这组照片应当是当时县委宣传报道组所拍，

是很珍贵的档案资料。

在制作电子版阶段时山丹县博物馆自玉璋，文化馆张益年、旅游宣传组的唐华等同志都不辞书目助。

本书所有照片整理、编排、章节安排由由j研室的杨桂平、陈学1武、张兴荣完成。

此书即将交付承印时，对所有提供照片和相助的朋友表示崇高敬意和由衷感谢!

由子水平有限和时间短，难免有错误存在，请众读者朋友予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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