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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全面总结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面貌，并对我市的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特征、表现形态及保护价值等进行了分述。
　　《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回顾和展望，且提出了相应的保护
思路和对策，是一部具有资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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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西和乞巧习俗的范围 西和乞巧习俗分布在西汉水沿岸的西和长道和礼县永
兴、盐宦一带的周边20多个乡镇，这里是秦帝国的发祥地、秦文化的渊源和秦人开国以至于后来统一
全国的摇篮。
据专家考证，秦人东迁前建立的第一都邑西垂应坐落于此，秦人四大先祖陵园的第一陵园——西垂陵
园就位于西汉水旁的大堡子山上，乞巧习俗是这里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秦人后裔从事的一种民间祭祖
活动。
 （三）当地的传说 1.第一则传说 很早以前，仇池山高耸人云，傲视群峰，雄踞八方。
 有一年，观音菩萨（传说是古代西峪国妙庄王的三女儿修成，西峪国遗址尚存，在如今的西和县西峪
坪上和皇城上）应邀去赴王母娘娘的寿筵，各路大仙念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功德无量，轮番劝酒
。
她本来不胜酒力，但盛情难却，只好多饮了几杯。
当她踏莲云、乘风车归来时，经风一吹，有点晕晕颠颠，一脚不慎，将仇池山的山尖给撞飞了，便成
了现在的样子。
 后来，王母娘娘云游路过仇池山，见险峻异常，心里非常高兴，便在山顶上撒了几把桃核。
她有瑶池的蟠桃园还不满足，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孙悟空时常来捣乱，实在不好看管，于是产生了营造
人间仙桃园的想法。
 这桃核，落土生根，见风就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大，很快便开花挂果。
 此后，每隔三百六十年，王母娘娘便打发七彩仙女来此地采摘。
—轮又一轮，桃子酬众仙，别有风味。
 话说七彩仙女中有个小仙女，来仇池山摘桃子的次数多了，痴迷上了人间美景，也恋上了山下的一个
小伙子。
后来，她偷偷溜出了牢笼似的纺织房，悄悄和小伙子结了婚，过起了人间男耕女织的遗遥日子。
 仙女配凡郎，气坏了王母娘娘。
她风闻此事，暴跳如雷，凶神恶煞似的来到仇池山，无情地拆散了这对鸳鸯。
后来，小仙女和小伙子坚持不懈地跟王母娘娘斗智斗勇，历经了重重磨难，在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下，
赢得了重返仇池山的自由。
不过小伙子“老百年（辞世）”之后，小仙女不得不返回天庭。
 2.第二则传说 山里有个孤儿，长年被山霸抓去背脚还债。
他下四川途中，与一位穴居的姑娘相识，姑娘共有七个姊妹，陆续都已出嫁。
她年龄最小，仍待在闺中和年迈的老母亲相依为命，靠纺纱织布赚钱糊Vl。
背脚的日子苦，织女家境也不好。
二人在频繁的相遇中，互相帮助，互相体谅，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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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赵是琪伟同志为了搞好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管理与保护，在大量收
集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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