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I I 

山

'5 

张国强

马吉庆

文书名题签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十
里
不
茂
风
，
五
里
不
茂
俗
。
说
份
是
赤
县
神
州
H
m
E辽
阔
，
在
她
自

然
条
件
忍
不
相
茂
，
民
族
众
多
，
历
经

J
A
f多
年
历
史
风
'
即
伪
滋
润
，

在
他
积
淀
成
形
态
在
异
伪
民M
W风
愤
。
叶
使
在
骨
肉
一
州
县
，
在
大
份
文

化
昔
景
相
茂
份
情
况
丁
，
色
ι
即
在
个
乡
镇
，
垂
，
上
茂
一
步
里
，
民
俗
习

惯
也
有
明
显
伪
差
异
，
从
帚
形
成
自
己
伪
特
色
。
@

F 

也

5 
也

太
T 

健

定
格
己
逝
和
仍
存
的
陇
风
事
象

月
亮
月
亮
茸
茸
，
猫
儿
跳
到
缸
上
缸

I
-

块
肉
，

猫
儿
屹

I
-
小
时
咽
嘛
。

留
住
对
这
片
热
土
的
眷
恋

帽
阴
晴
回
归
翩
翩
嗣
同
在
+
H
羽
蛐
帽
+
八
，
在
去
剧
叫
脑

H
Z
s
-
4前
叫
-
E
E
U

。
烧
'
敦
煌
文
艺
出
版
社

4 
〉

4
'
4
3
4让
升
，4
'
4
3
3
:
1
1
4
4

'
攘'
t
=
E
C
E
-
-
R
t

F 

主



@ 

fJ 陇原大地为恙皇故里，周秦发祥地，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横贯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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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通道。

z 
层
「
C
Z
C
』I
R
Z
C口
民
』
d

@ 
各民族东进西出，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形成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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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文记录的方式来反映兰州民俗和甘肃民谣。

上架建议·漫画 + 民间民俗

J SBN 978-7-5468-0日85-1

@ 
采用漫像与有关文字、民谣有机结合的方式，使之相互印证，相互生发，相互补充，

以期图文并茂地立体展现陇上风俗的一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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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兰州民俗与甘肃民间歌谣

邓明

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说的是赤县神州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

件各不相同，民族众多，历经五千多年历史风雨的滋润，各地积淀成形

态各异的民俗风情。即使在同一州县，在大的文化背景相同的情况下，

它的各个乡镇，甚至同一乡里，民俗习惯也有明显的差异，从而形成自

己的特色。

陇原大地为毒草皇故里、周秦发祥地，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横贯全境，

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通道。各民族东进西出，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形成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本书仅选择兰州民俗与甘肃民谣这两部分，

采用漫像与有关文字、民谣有机结合的方式，使之相互印证，相互生发，

相互补充，以期图文并茂地立体展现陇上风俗的一些侧面。因为选用了

100 幅漫像来表现陇上风俗，书名就叫悦风百图》。

先说兰州民俗。兰州凭借黄河渡口，自秦汉以来，成为中原王朝开

拓、经营大西北的军事要塞。这个渡口不仅是交通渡口，也是文化渡口。

历史上的八次移民以及南来北往的众多民族，汇聚在这个渡口，共创家

园，使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并形成了当地"人性质朴，好勇喜

猪，蕃汉杂处，各从其俗" C<图经仰的文化氛围，民俗则是其中的一个

I 



重要方面。我们谨以兰州城区的民俗作为着笔的空间，做一些追忆性的

描述，力求事半功倍，定格于已逝将逝的民俗事象。

兰州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耕业受天气影响很大，但是，先

民充分利用穿城而过的黄河及其支流，兴修溥惠渠引阿干河水，开渠引

五泉、红泥沟泉水，创制j水车倒挽黄河水，灌溉农田、果园、菜圃，使兰

州成为瓜果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水利、园艺民俗。这些民俗蕴涵着"天

人合一"的辩证思想，即尊重大自然，与山川万物和平共处。你看那水车

凭借黄河水的冲击力，不停旋转，提水灌团，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品种繁

多、品质上乘的瓜果蔬菜，也未曾污染水体。被称为"天把式"的果农，

攀登云梯，用马莲绳将果枝吊起，扩大可利用空间，通风透光，既使果

实色正昧甜，又能防折枝。这正是顺乎果树的本性，再稍加人力以获丰

产的园艺民俗。

兰州是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宁夏、内蒙古等几个省区的交通枢

纽，水陆交通发达，形成多样的交通民俗。以前过往黄河，春夏秋是利用

镇远浮桥以及羊皮梭子，冬季则是利用自然形成、稍加人工修整的冰桥。

城内代步乘轿车子，长途货运陆路则用骤帮、骆驼队、马拉大车，水运

则是大型羊(牛)皮梭子及木役。

兰州人的饮食习俗，以面食为主，各种内类及瓜果蔬菜为辅，取自

自然，绿色环保。面食中极品清汤牛内面为绿色环保主辅料所制，营养

丰富，美味可口。它的创制凝结着兰州当地各民族的贡献，反映出兰州

多民族和睦共处的特点。

兰州旧城周长 18 里 123 步，城北以黄河为池，城东、南、西绿带环

绕，民众实际上过的是亦城亦乡的生活。明代销脂洪府志》载 "兰土柔

泽，人多秀逸，好修饰，美服居，嗜草卉诸玩。"这是对兰州人在这种柔

美环境中服饰、居住、游艺民俗的准确慨括。兰州人衣着整沽，讲究卫

生，活动顺应季节变化。腊月扫房除尘，春天踏青、赏花，初夏逛庙会，

端午沐浴清扫，盛夏游泳，金秋登高，严冬滑冰，人们怡情于大自然，从

容潇洒，热爱生活。

如今，面对林立的高楼大厦，排着长长队伍缓慢爬行的汽车，嘈杂

喧嚣的市声，行色匆匆的人流，我心底泊然会升起一缕缕淡淡的怀旧情

2 陇凤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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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怀念老兰州老民俗的那份古朴、闲适、淡定。这些良风美俗，理应

在新世纪得到传承，以慰藉人的心灵，延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脉。

再说甘肃民间歌谣。据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说法: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造，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

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 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

并以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诗史、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他民

间韵文样式相区别。"甘肃民间歌谣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并且充分反映

了大西北的风情。甘肃是个多民族的大省，各民族分布在平川、山地、

草原、雪原，既有农耕区，也有畜牧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

民族的民间歌谣。尽管各民族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相互影响，但是各

民族仍然保持着各自歌谣的特色。本书所收到首民间歌谣中，有汉族、

藏族、蒙古族、裕回族等民间集体创作的歌i莓，就是明证。

书中所收录的这些民间歌谣传唱在三陇、河西、河涅的山村、原野，

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歌谣幽默风趣，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按其题材

内容来看，大致有劳动歌、生活歌、情歌、儿歌几种。

各族民众在生产劳动中传唱着民歌，人们在用歌声缓解疲劳的同时，

也在演说耕作的技巧，如临潭的《撤籽儿盼一个杂媳妇儿，地里来

撤籽儿。大把一片儿，小把一点儿。麦子撒一片儿，豆子撒一点儿，洋

芋撤成一窝窝儿。"歌谣表现出农妇娴熟的耕作技术，流露出一份自信，

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韵律的美，一种质朴的美。还有的歌谣抒发丰收的

喜悦，憧憬美好未来，例如泾川的《割麦谣}: "攥把割，刀把放，捆下

麦子头朝上，垛子垛子是馒头样。"歌谣反映出民以食为天的淳朴感情。

生产劳动时苦干实干，休息时、过年过节时，就要放松，最有特色的放

松活动是饮酒。三五个朋友喝上一台酒，晕晕乎乎，边比画，边吟诵

憔麻雀H流行在兰州等地): "个麻雀一个头，两个杂眼睛明赳赳，

两个杂爪爪站墙头，一个杂尾巴翘后头。两个麻雀两个头，四个杂眼睛

明赳赳不到三个回合，有的酒友不是数错数，就是动作出错误，

就得罚酒一杯，显示出西部汉子的豪爽和幽默。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各民族表达爱情多唱情歌，但是表达的于法各

不相同。如西和的《天上星星亮晶晶}: "天上星星亮晶晶，好似小妹的

3 



大眼睛。星星明亮总有因，一颗一颗都含情。"歌谣显得很为含蓄、温柔。

和政的花儿归飞妹是花园里的牡丹》则表达得十分直白、炽热兰州的

黄河(是)一(呀)只船， (女子花的个JL) 白塔山好比(是个)桨杆。阿

哥是鸥子者虚(呀)空里旋， (女子花的个JL) 杂妹是花园里的牡丹。"情

歌元论含蓄与否，都是天籁之音，都是发自心头的真实情感。

儿歌则借用儿童常见小动物的行为举止，编写为歌，寓教于乐，使儿

童乐于接受，如平凉的《雷公公》就是一例轰隆隆，轰隆隆。谁来

了?雷公公。日成醒小青蛙，叫醒小蜜蜂。去采蜜，去捉虫，千万别当小懒

虫。"还有反映人情世故之诡清的，例如兰州的悔当盼嘎当嘎，罗

面面，阿舅来了做饭饭。辩白面，舍不得。辩黑面，丢人呢。辩豆面，粘

案板。杀母鸡，下蛋呢。杀公鸡，叫明呢。杀骆驼，脖子高着跟不着。杀

狗呢，阿舅昕着就走呢。"在叠加的动作推进中，儿歌反映了人情凉薄的

一面，儿童在吟诵中逐渐记人心团，长大成人后，对于正常的社会人际关

系容易认知，坦然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儿歌有认知社会人生的说法，是

能够成立的。

2008 年 6 月 19 日于节园

4 陇凤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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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陇

量占量占糊糊的腊八粥一唱，人们的 二

头脑也变得服糊糊，一改岳tTI:ffi

腊月初八天亮以前，兰州人将注

净的大米J\米、黄米、黄豆、红枣、否

风 仁、葡萄干、百合等，放在砂锅中用文

火熬j哀，以主占稠为度，熬制腊八粥。腊

八粥熬熟后，先祭丰且，祭门庭，再把粥

抹在门帽、灶头、井边、棚圈等处，意在

百 除不祥，祈丰年。之后，全家唱腊八粥，

并特意剩些残粥，寄:J'=e中占地年年)有

余"的愿望。

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成适的日

子。 传说他修行时，经过六年苦行，饥

归
。
z
。
明
回
Z
。
因

K
P
H
-
叶
，C

图
t我应惫到了极点，一个牧羊女给他送

来羊奶大米粥，他食后恢复了体力，在

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后来腊月初八成

为佛教节日。这应该是洋节中国化的

成功范例。

的习惯，花钱大手大脚，糊里糊涂大办

年赁，掀开了伫年"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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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滑冰车陇
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兰州冬季滴

71<.成冰，黄河封冻，白茫茫有如玉龙蜿

风 蜒，冰层厚而坚实，人称冰桥汽车、

马车、行人过往日如，称为过冰桥"。

孩子们则把冰桥"两侧当成滑冰场

大显身手，尽情玩耍，有的侧身j留滑，

百 有的坐冰车滑行。冰车都是自制的，小

木板下面安装两根植铁丝就是冰车，

两根短木眼下端装上铁钉即成为撑

杆。孩子们盘腿坐在自制冰车上，双手

撑杆，滑行在如镜的冰面上。他们个个

归
。
z
。
明
回
Z
。
因

K
P
H
-
叶
，C

图
1L.\{t怒放，再也不知寒冷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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