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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 非遗专场
文艺演出

非遗项目展示
陕北道情

陕北道情是陕北民间艺苑中的一朵绚丽奇葩，源于道教，由唐代道
士所唱的“经韵”，发展至宋代成为唱白相间的曲艺形式道情鼓子词。
元代起，道情进入广场勾栏演唱，明代以后登上戏曲舞台，发展成为一
种戏曲表演形式。据武艺民的《中国道情艺术概论》介绍，目前我们所
知的道情有说唱道情、戏曲道情、皮影道情、歌曲道情四大类，共 115
种。

陕北道情于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的保护与传承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08
年延安培植艺术学校创作演出的《乾坤湾》，2010年延川县剧团创作演
出的《九月枣儿红》，子长县剧团的《唢呐相亲》，宝塔区民众剧团的《乡
土恋》等大型或小型的陕北道情戏均在陕西省及全国各地获得了大奖，
并受到各地观众的高度赞誉，使陕北道情这一濒危稀有剧种又迎来了
新的发展时期。

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流传于陕北及周边五省区的地域性民歌，其形式以信

天游、小调为主，还有风俗歌(秧歌、酒曲、叫卖歌、婚嫁歌、丧葬歌、祈雨
歌等)、劳动歌、宗教歌等。约2.7万余首，其中革命历史民歌约1400余
首。

陕北民歌是陕北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其
形式形成较早，如信天游产生于周代中期而稳定于汉代，是中国大地上
较为古老的民歌形式。特别是由于陕北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使
得这一古老的民歌较好地留存了下来，至今仍保持着陕北早期民间文
化的诸多特征，对于认识研究民族文化有着重大意义。

在陕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陕北民歌在新文化运
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涌现出了一大批陕北革命历史民歌，如《刘
志丹》《横山下来游击队》等，堪称一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2008年6月，陕北民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
确立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延安市群众艺术馆）为保护责任单位。

安塞剪纸
安塞剪纸是陕北农家妇女热爱生活，追求美的具体体现，也是陕北

文化的代表之一。2006年，安塞剪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安塞剪纸，历史悠久，被誉为“活化石”。经专家考证，安塞剪纸受
到古代三个艺术高潮即新石器时代彩陶、汉代画像砖、唐宋雕塑绘画的
影响。如农家门楣上贴的“瓜子娃娃”与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新石器时

代彩陶盆舞蹈纹样很相似。安塞剪纸《抓髻娃娃》与故宫博物馆收
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样。《牛耕图》中树的造型完全是龙凤文

化时期鹿角的变形等。
安塞剪纸表现内容上一种是继承古老的传统剪纸内容，

一种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民间故事、神
话传说、劳动生产等都是所表现的主题。

黄龙根艺
黄龙根艺源远流长，已有几百年历史。人们很早就利用树根制作

一些实用品和艺术摆件。黄龙根艺讲究“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它在
艺术创作上遵循美学原则，具备了木雕，雕塑，石刻等艺术的表现形
式。柏树、桃木、荆棘、木瓜、杜梨木等成为上好的创作原料，特别是生
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根材，经雷劈、火烧、风化、水冲、蚁蚀、石压等自然环
境的影响，形成了奇异的纹理、结节和树瘤，自然造型奇形怪状，更是根
艺创作的理想用材。

目前，黄龙根艺这一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已根植于这方土地，已
培育成文化产业，成为黄龙县重要的旅游产品。《黄龙根艺》被列入第四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延川布堆花
延川布堆花是省级非遗项目，又称拨花、撂花、布贴画，流传历史悠

久，起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由妇女们给孩子衣服打补丁演变而来，
是延川民间艺术中的珍品。延川布堆花作为补丁，既耐用又美观，即美
化环境又美化生活；又能促进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其色泽艳丽、造型夸张、表现形式独特，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
审美价值。延川布堆画由于它保留了古老的图腾文化、艺术形态和本源
哲学，用抽象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对这块土地的理解与认识。

延川布堆花传承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代表人物有冯山云、郭
如林等。

宜川刺绣
宜川刺绣历史悠久，它最先流传于黄河沿岸地区。类型有裹肚、针

线包、鞋垫、披肩、油领、绣鞋等，这些都是女孩子出嫁时的必备之物。
虎头枕、猫头枕、玉兔帽、风帽、蛤蟆枕、寿枕等大都以实用为主。

宜川刺绣的针法有平绣、堆绣、缭绣等多种针法，颜色搭配以红、
黑、黄三色为主，沉厚老辣，拙中见巧，足见传统工艺绝妙。宜川刺绣风
格古朴大方，造型简练生动，做工细腻，栩栩如生，富有审美价值和收藏
价值。

2008年11月，宜川刺绣被列入延安市第一批非遗保护项目名录。
2010年10月，崔五群被评为市级传承人。

黄陵面花
黄陵面花，俗称花馍，是流传在黄陵农村的一种民间传统风俗礼

馍。它以做工精巧，造型别致而著称。黄陵面花在黄陵民间文化中有
极强的代表性，它起源于对黄帝的祭祀，又融入黄陵人日常的生产生
活，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化，每逢传统佳节，家家户户都会依照当地
的习俗和惯例制作面花，这已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

黄龙猎鼓
黄龙猎鼓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代代传承、改良、沿袭，并不断发扬光

大，丰富了黄龙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2009年，黄龙猎鼓被陕西省人
民政府批准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黄龙猎鼓服饰造型古朴、立意新奇，鼓舞动作优美、彪悍有力，鼓乐
节奏明快、震撼动人。在表演时，一般分广场表演和舞台综艺演出2种，
气势宏大、壮观威武，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黄龙猎鼓文化。其表
演方阵可大可小，演员人数可多可少，一组为2鼓2镲2花杆，共6人，一
般方阵由60、120、300名男性（花杆手也可是女性）青年组成。

子长唢呐
子长唢呐一般杆长42厘米，用柏木制成，长号为前奏，小鼓、乳锣、

小镲为伴奏乐器。传统唢呐班由 5人组成，称“小五件”或“老五件”。
通常由上下手双人演奏，下手依附上手作升度简化演奏，被称为“吹鼓
手”的唢呐艺人基本遵循慢起、中续、快结尾规律吹奏。音乐主分悲喜
两类，内容丰富，代表性传统曲牌有《大开门》《大摆队》《得胜回营》《苦
伶仃》等110多个。

子长唢呐先后应邀百余部影视剧的拍摄，先后远赴英国、俄罗斯参
加军乐节演出，曾多次组成百人以上的大乐队参加省市各种大型活
动。子长市先后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被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唢呐之乡”。

多彩非遗连接现代生活
——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综述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常青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璀璨绚丽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造就了陕北民歌、安塞腰鼓、宜川胸鼓、陕北
道情、陕北说书、子长唢呐等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些民间艺术在陕北
大地上广泛传播，携带着黄土地儿女的真情实感，质朴而鲜活，深受
广大老百姓喜爱。

栩栩如生的剪纸、气韵生动的根雕、香气四溢的非遗美食……
让过往的游客和当地的群众感受到了浓浓的延安风情，也诠释着延
安精湛的传统技艺，展示着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6月11日，延安市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在黄龙县启动，
这场非遗文化盛宴为期三天，为乡村振兴留住了乡愁，铸造了文化之
魂，也让全民共享非遗成果。

“妈妈，你看哥哥剪了个冰墩墩。”今年8岁的王沐辰驻足在黄龙
展位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剪纸传承人贺强剪纸，“我特别喜欢哥哥剪
出来的这个冰墩墩，我家里已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卡通剪纸，但我最
喜欢这个冰墩墩的剪纸。”王沐辰说。“00”后的贺强在8岁开始跟着奶
奶和母亲学习剪纸，在继承黄龙传统剪纸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点，以贺强剪纸为代表的黄龙剪纸融合了陕
北剪纸和关中剪纸的风格元素，既剪人物又剪动物，同时巧妙地将二
者结合，创作出一个个鲜活灵动的剪纸作品，深受广大受众的喜爱。

在子长市、吴起县、延长县展位前，子长煎饼、手工粉条、各类小
杂粮、年糕、风干羊肉等各类陕北特色农产品备受关注，展位前早早
地就排满了准备一饱口福的市民和游客，许多外地游客在品尝后竖
起了大拇指。

“老乡，你这羊肉咋卖的？”来自西安市的李女士被志丹风干羊
肉所吸引。李女士告诉记者：“志丹羊肉的品质非常好，在西安的市
场前景非常好，越来越受到各地消费者的青睐，下一步我将考虑与
相关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色泽金黄、香气浓郁的黄酒吸引了一大批客商前来问询。家住
甘泉县美水街道姚店村的张军是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甘泉黄酒制作技艺的传承人，50岁的他已经从事甘泉黄酒制作超
过18年，其生产的刺榆黄酒色泽金黄，香气浓郁，入口后甘美香醇，
和谐丰满，尤其是后味微酸爽口，回味悠长。一碗香甜可口的糜子
黄酒不仅是很多陕北人儿时最难忘的记忆，更是这个时代发展的见
证。

近几年来，为了能让这种古老的酿造技艺不断发展下去，张军
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徒，“想借这次机会让更多人了解黄酒，未来我
们要着力打造特色非遗经济，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将这门技艺
传承下去。”

高亢浑厚的唢呐声，回响在天地之间……在黄龙县瓦
子街镇树顶漫步景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陕北唢呐、
陕北大秧歌表演在这里进行着，头顶白羊肚手巾的
陕北汉子扭得豪放粗犷，姑娘们或舞长袖或摇彩
扇，把大家带进欢快热闹的喜庆氛围当中。

延安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非遗
项目非常丰富，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食等各
个门类。安塞腰鼓、黄帝黄黄馍、延川剪纸、洛川
火碗、富县软馍，以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在这
场盛宴中，市民群众在各县区的美食、项目、表演中，近
距离感受到了非遗魅力。

市民高阳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可以让非遗文化
与市民零距离接触，能让大家更深入地认识非遗、了解非遗，感
知非遗的魅力，同时让非遗更好融入当代生活，也能进一步拉动消
费。

传承民间艺术，守护精神家园。赓续文化基因，共享幸福生
活。在延安，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一直是圣地儿女努力的方向，
非遗文化项目的传承与发展，展示了延安儿女对传统文化艺术
的不断追求与喜爱，为建设文化延安、文明延安奠定了坚实
基础。几十年以来，正是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与热
爱，让延安这片沃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发
展、传承。

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延安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为目
标，以传承发展非遗项目、提升非遗
产品竞争力和拓展销售渠道，以
及做好宣传推广为重点开展工
作，为乡村的全面振兴，为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全面实现而不懈
努力奋斗！

● 游 客 争 相
购买吴起黄馍馍

● 延长白旭章在展位上
表演曲颈琵琶

● 黄龙“剪树哥”网络
直播本次盛会

● 小观众身着汉服来观看非
遗专场文艺演出

● 激情澎湃的安塞腰鼓在非遗项目展区上演

● 延川展位上，歌手
即兴表演陕北道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