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六盘山区作为一个自然人文区域，泛指甘肃东部和宁

夏南部的平凉、庆阳、西吉等地，地理位置相邻、自然环

境、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相近。自元代推行屯田制

开发该区以来，数百年间此地受回汉民族交融与变迁的影

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六盘山区形态丰富、

观念多元的民族民间艺术，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1 六盘山区民间艺术国内研究状况

六盘山区是古丝绸之路和宗教东传的必经之地，也

是伊斯兰、道教等宗教文明与中原文化、草原文化、西域

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地方，有着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据现

发掘的早期先民生活遗址和出土的实物记载等考证，早在

60 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自夏代以来的史料记载，为戎

狄居地，历经历史的洗礼，从秦统一全国到今，都有不同

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以回汉民族为主的 30

多个民族交融生活的农耕文化片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研究成果可粗分为四种类型：

1）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西北回族民族社

会组织制度发展和回汉民族关系变迁，对民间艺术略有提

及，但从交融变迁的角度提及较少。如霍维洮的《近代西

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中通过阶段和民族两个角度，

探讨西北回族社会的变化与社会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典型

性；易军的《宁夏回族村落习惯法的当代变迁》一文从社

会学的角度，从回族村落的经济、生活、观念和文化方面

分析回族村落的当代变迁。

2）对该地区整体民间艺术有系统研究，多以图片收

集整理为主。较为重要的有甘肃省文化馆编著的《甘肃民

间民俗美术》从甘肃民间美术、民俗美术相关材料入手，

探讨甘肃省民间民俗美术的流布和特征；张国勤编的《传

承与守望——隆德民间艺术集录》以图片为主，梳理了六

盘山区和隆德县民间艺术各分类的代表人和作品，勾画出

当地民间艺术近代的历史遗存；张朋川的《甘肃民间美术

探源》一文从甘肃民间美术受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影响，

陇东民间美术植根于黄土地的特点入手，探讨甘肃民间美

术传统表现方法的意象化和理想化；康旭霞的《宁夏民间

美术及其艺术特色》一文梳理宁夏民间美术及其特色并分

析本地和他地之间的相互关系。

3）从该地区民间艺术的单独门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如张淑萍著的《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是

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陇中民俗剪纸逐层剥离地域文明背

后所隐藏的意义做了分类式的处理；苏冠元的《论宁夏回

族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一文考察宁夏回族民间文化造型

表现艺术，探讨其艺术特征；虎西山的《宁夏西海固地区

民间美术的人本精神》一文从民间美术创作思路、审美氛

围和价值追求，探讨西海固地区民间美术的人本精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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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和人格理想。

4）从该区民间艺术的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在社会经

济背景下认识和转型的思考。有关维祥的《自我体认与本

土方位——关于甘肃民间美术地域文化生成的思考》一文

针对甘肃原生态民间美术的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背景，走

向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自我体认和本土化定位。

这些研究，注重民族艺术特色、本土艺术特色、历

史师承、文本流传、及其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取得了一些

可喜的成果，但是从交融与变迁等角度，对六盘山区回汉

民族民间艺术进行实质性探讨方面缺乏总体把握和系统研

究，无论是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上，还是在回汉民族民

间艺术自身交融与变迁的深度、广度上，还有研究的空间。

2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发展方向

六盘山区主要聚居的回汉民族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和

族群文化，但是由于受地域的影响，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

化为主，有“一山一语言”、“隔河隔风俗”的乡俗，环

境促使勤劳的当地回汉人们去琢磨和开发一些新的民间工

艺品，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和日用品去支柱他们的物质文化，

如皮袄、木雕、漆雕等；也有当地的人民在农闲时间里，

物质文化自足、传统文化和图腾民族思想文化的促使下，

智慧的人们从精神文化出发，去创造性的用尽善尽美的心

灵结合自己风俗文化制作民间工艺品，随后这些民间工艺

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柱，比如形成剪纸、皮影、窗

花、乐器制作等工艺品。探究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

的交融与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元代以来，六盘山区军事屯田、移民杂居、伊

斯兰教的传播、商业贸易活动的四个因素回汉民族民间艺

术交融与变迁的历史语境，逐步促成了两个民族民间艺术

的交融与变迁。在此进程中，民间艺术的观念彼此渗透，

民间艺术的样式互相借用，但又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观念，

而保留各自独有的特征，成为族群文化认同和表现的重要

载体。

2）随着 80 年代以来产业经济的调整，六盘山区回汉

民族民间艺术出现趋同性、工业化、迅速流失的新变，地

方文化当代转型因而面临失根的局面，然民间艺术是人的

情感和生命行为，体现着艺人的生命情感。随着六盘山区

回汉民族民间艺术的本元文化、创造主题的转变、民间艺

术及交融方式、民间艺术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生活实用功

能的弱化、文化认识功能的替代和当地风俗习惯的混杂等

问题使得发展困难。为此，要调动地方社会文化的各种力

量，致力于民间艺术产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跟进、地方文

化教育中的普及、民间艺术主体的培养传承等，强化传承

和保护。

3）六盘山地区是农耕、游牧、丝路文化的交汇地，

也是宗教文化和民间习俗的融合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在

当下两民族融合的现象下的传承与生态构建，将形态多样、

观念多元的回汉民族民间艺术，纳入当地教育体系里面。

维持与传承艺术的原生态以及在工业化和产业化下开发中

的保护、民间艺术流失中的宣传与保护和民族艺术教育的

融入等问题。

4）依据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与变迁的社

会结构和历史文化情境，划分历史交融的主要因素和群体，

确定各群体交融和变迁的目的、途径和方式，探究交融和

变迁的环境。由于明清以来民间艺术实物缺失，文献记载

不足。因此，要有效地将地方志文献、口述史料、采集的

实物结合起来，对交融与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清晰

和丰满地描述。以文献法、田野调研法为基础，寻找载诸

文献的各类史料，尤其是交融、变迁群体及其情境和案例，

通过多媒体影像技术，采集一些濒临流失的民间艺术子类。

即通过文献和实物，梳理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

与变迁的历史脉络，寻找促成交融和变迁的因素，分析其

交融与变迁的历史意义。

5）梳理各类民间艺术实物，将之放在民间艺术艺术

活动系统内，探究艺术者身份、创作意识、文化功能、本

土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找到异同。以田野调研法

和比较艺术学为主结合文献法，梳理和比较留存在六盘山

区的各类民间工艺实物，寻绎回汉民族民间艺术的交融与

变迁中的互动和交流关系。力图做到历史研究与现状考察

的有效衔接，对该地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形态、类别、特

征的研究，既有历史维度的对照，也有当代维度的比较，

从而找到彼此交融、变迁的核心要素和代表性艺术。

6）从特定地缘出发，思考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

术交融与变迁中的文化意义，探讨该区民间工艺原生态的

传承与保护的途径和策略，确定当下回汉民族文化关系的

融合，彼此共有和相互异质的形态、类别和特征，进而进

行类型、功能及工艺的比较。

3 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与变
迁的研究意义及影响

1）六盘山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与变迁形成发展

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反映出历代民间艺术的发展状况，而

且鲜明地体现出回汉民族民间艺术交融和变迁中的边塞艺

术和农耕文化及其独有的特色，在地域历史文化的宏观情

境中，在民族交融和文化变迁的进程中，考察六盘山区民

间艺术的原生性和生态问题，从而确立近古以来该区民间

艺术的历史源流，对民间艺术和地域艺术研究作补充，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2）立足于六盘山区回汉民族的交融与变迁，在宏观

的地域历史文化情境中，考察六盘山区民间艺术的生态问

题，对民间艺术的类型、样式、观念、功能等诸方面的研

究，更注重两民族艺术角度的彼此互动和影响的途径、过

程和意义，以此探讨在民族交融地区民间艺术发生发展中，

独特性和原生性的文化根源。在历史描述时，注重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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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实物文献的结合，既要通过文字和口头文献的比

较与分析，还原该区民族文化观念和审美心态，也要通过

实物和文献的对照，尽可能还原该地民间艺术的历史全貌，

寻找异同关系及其内在动因，突破该主题研究中史料和方

法的不足。对地方民间艺术和地域艺术研究作一些有益的

补充。

3）通过对该地区民间艺术现状的调查，将六盘山区

回汉民族民间艺术的当代发展，结合当下的语境，同丝路

文化带、新农村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探讨影响当前民间艺术发展的民族信仰、当地风俗、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核心要素，找到切实可行的传承策略，

为地方文化的当代转型，做资源整合和科学论证。从而制

定相应的对策，为地方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为地方文化的当代转型，做资源整合和科学论证，促进回

汉两民族文化的共同协调发展。

4 结 语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多元文化，把生活的原始性、真实

性、实用性、形象性、艺术性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性传承和

再现在我们面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道：首先我们对种

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步先考察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

远留在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

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而六盘山区是古老秦陇文化和

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一带一路等国

家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间艺术的相互促进，互相传承，

相互变革，而六盘山区的民间艺术是在封闭的环境中渐渐

的累积和成长，如何在交融频繁的过程中保护住自己的艺

术“根”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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