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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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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噶说明

编辑说明

定西市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 。独特的地缘背

景决定了定西文化的古老悠久和博大精深，黄河文化、始祖农耕文化、多民

族文化、丝路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水乳交融， 形成了定西深厚的历史文化渊

源 ，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神话传说是定西文化的 颗璀琛明珠， 它

既是文化载体 ，也是文化本身。它不仅是 种文化现象，也是人民整体生活

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人民朴素愿望和率真天性的集中体现， 也墨人民科

学飞宗教在天艾知识的备忘录。

在这片广裹久远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大地上 ，产生了无数生动感人飞家喻

户晓的神话传说。从洪?可之滨到渭水源头，从陇百古部到牛谷河畔，从漳水

两岸到峨山脚下，再到美川河畔的薯都安定，那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 "古

经那些关于神灵福祉的神话传说，像山花般散落在陇中大地的山山岭岭、

沟沟岔岔，在每一位父老乡亲的脸上，在昏黄油灯下的窗户纸上，在黄土地

上每 个鲜活的生命里，在世代相承、生生不息的血液里。那些关于山河生

成、人类起源的神话和关于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的传说 ，具有十足的仙韵灵

气 ，记录着人们的且识， 编织着梦想的霓裳。那些扎根于民间的乞活幻想飞动

物传说 ，体现了抑恶扬善飞启智开慧的精神 ， 折射着儒家仁量宽容飞忠孝节

义 ，道家天人合 飞崇尚自然 ，释家慈悲为怀飞曹度众生等g;层思想的神奇光

彩。这些神话传说反映出陇中人民淳厚重质朴的风骨 ，事爽粗旷的性格， 吃苦

耐劳的品弓 ， 既体现了 "生于斯，长于斯们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美好愿

望，又记录了人们百折不挠、战天斗地的的光辉历程。既是陇中文学艺术和

民俗生活的活性酵母，也是陇中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成分。因

此，搜集、整理和研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定西神话传说，有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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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咿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促使我们更好地7解定西;早读定西 ，不断传承发展

定西文化，还有利于增强我们热爱定西、建设定茵的自事感飞使命感和自信
、

'L飞。

神话产生在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相对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人类

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比较简单，原始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以及人

类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只能凭借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认

为自然界也像人 样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目月星辰、风雨雪电等都有神

在主宰。这样，就在原始人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神的观念。例如人们要解释宇

宙万物的起源 ，就幻想出 位开辟大神女娟。再如人们要解释曰月西行、江

河东去的现象，就幻想出"共工头触不用 山" "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

"地不满东南"的故事。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对周围世界

及其自身的幼稚的认识和虚妄的想象(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正是原始人对

其周围世界及其自身奥秘的某些探索儿 不言而喻，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神

以及各种神的威力，只平过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威力在人们头

脑中所引起的幼稚幻想而己，是原始人通过幻想把各种各样的自然力加以

形象化、人格化和艺术化的产物。

在陇中地区，广为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女娟补天、鲸禹治水，以及能工

巧匠、狐魅鬼怪等神话，生口〈女娟与王家窝窝 )(鲁班的脚印 )(堂钻和石羊}

〈后界与柏林)(鲁班试犁古峨州)(大禹与洪水流珠)(九头蛇回娘家)(行雨

菩萨麻女子)(锹工与锹峪〉等。神话为我们认识与探究原始社会提供了对象

和资料，透过神话还可以认识原始先民的心智活动及其发展历程。神话中蕴

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患，丰富了后世的文艺创作的题材，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再

创作的形象资源。神话中以想象\幻想\夸张等艺术手法所张扬的英雄主义

精神与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征服邪恶\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望，汇集成感

读后世文学家的艺术精神和动力因素，成为了积极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

民间传说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 ， 自历史人物飞历史事件和地方风物有关

的故事组成。传说既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传记，也不是历史事件的如实记

录 ， 而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有名有姓，其中有的还是

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 事件发生也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有的还涉及国家飞民

这条



编理说明

族的重大事件 l 而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的结果，也常常与某些历史事实飞地

理现象及社会风习相符合 ， 生动形象 ，真切感人，以至于人们往往把传说中

的人物和故事当件真实的历史来看待。

按照传说讲述内容的性质 ， 可以把定百民间传说分为人物传说飞历史事

件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个类别。其中，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他们

的事迹和遭遇，也表达了人民的评价和愿望，如〈天宦御史罚土地)(许铁堂

与文天祥)(贾扬宗轶事)(欧阳焕章轶事)(铁牛禅师)(回族英杰马麟图〉等。

史事传说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如〈徐达大战王保保)(李闯王过山民州 )(火烧

麻家寺)(~干长草谏左宗堂)(肖苦复清)(八勇士血溅浪渡滩)(新莽权衡历

劫记〉等。地方风物传说叙述地方的山川古迹、花鸟虫鱼、风俗习惯和乡土特

产的由来和命名 ，如〈金钻和石羊的传说)(凤凰城的传说)(锦鸡山的传说〉

〈张三丰的传说)(陇百汪家洞传说)(鲁班山的传说)(马营石月亮〉等。

民间传说的地域特色比较明显， 常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 ，并在流传

过程中不断得到提炼加工。民间传说往往具有传奇特色 ，故事情节既与人间

现实有直接的联系，其发展也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通过偶然飞百合飞夸

张飞超人阁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从而使真实情景和奇情异事达到了有

机统 ，既富于生活气宅，又不王离奇动人。民间传说的艺束特色，为后世小

说、戏剧的创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例如传说犯蝉是l阳说人，所以在l自汕大

部分地域广泛流传{到蝉的传说) ; 传说张三丰在山民县 带生活过，所以在山民

县、漳县就有{张爷翻罐罐〉等传说 l 传说 "药王盯孙思邀曾在安定治过病，所

以在安定就有{孙思邀在安定〉的传说 这些传说，故事曲折，情节动人，

人物性格鲜明，引人入胜。

定西民阎传说是定西民众创件的与 定的历史人物飞 历史事件和地方

古迹飞自然风物飞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民间传说具有较强的历史性， 有真实

的历史人物飞历史事件和地方风物作为"传说核"。例如广泛流传于陇中地区

的〈三十晚上杀靴子)，流传于安定的〈福台和将台的来历) ， 反映的就是元束

明初在定面发生的沈儿峪之战。传说所涉及的人物大多历史实有，如{新莽

权衡历劫i己)(伯夷叔齐和首阳山〉等。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如〈樊梨花

与晦口 )(火烧麻章寺)(琵琶舞女救山R州〉等，也为历代民众所认可。传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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