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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
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
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
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
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
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当时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
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
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
；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
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
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
粹。
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
理境界作具体探讨。
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
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
这当能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
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重联系现
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
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
，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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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艺术特色。
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
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
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
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得注意。
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所述，对
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
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
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
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
，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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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第五章 “花儿”与民俗文化第一节 生产生活方式与“花儿”第二节 服饰和饮食风俗与“花儿
”第三节 婚姻习俗与“花儿”第四节 民间节日与“花儿”第六章 面北各地的“花儿会”第一节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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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会”第八节 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第七章 “花儿”的保护和传承第一节 “花儿”潜在着失传的
危机第二节 “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后记附录：花儿曲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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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爱情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最重要的情感之一。
地球上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会产生出丰富多彩的情歌。
而且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所反映出来的恋爱观也是各种各样的。
生活在中国西北的人们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他们理想中的恋人什么样？
和什么样的异性结婚才算是幸福的？
这些疑问在“花儿”歌谣中都能找到答案。
透过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的“花儿”可以看出西北人的恋爱观既有普遍性。
也有独特性。
    (一)男性的恋爱观    对于西北地区从事农牧业的男性劳动者来说。
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不同。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子的形象也不尽相同。
    要养个力气好的：    维花儿没在穷和富。
    要维个心肠好的。
    “维”是“花儿”歌谣中的常用语，为西北方言。
“交往”的意思。
  “维花儿”即和年轻女子交往。
骡子具有力气大的特点。
是西北农民春耕、秋收、驮运货物时离不了的好帮手。
也是农家难得的贵重劳力。
从起兴句来看。
主人公对饲养骡子很在行。
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民。
歌里似乎是说在挑选骡子时要注意骡子力气的大小，而不是外表的肥瘦。
在主人公看来。
选择恋爱对象时同样不能只在乎外表的美丑、肥胖及家庭的穷富。
而是要看对方是否“心肠好”。
只要“心肠好”就是自己的理想爱人，把心地善良作为衡量伴侣最重要的尺度。
    水甜着要人吊哩：    维花儿要维个乖嘴哩。
    嘴乖着把哥哥叫哩。
    西北地区干燥少雨。
水就显得极其珍贵。
以水起兴的“花儿”为数不少。
在西北的一些干旱山区，水资源极为贫乏。
夏天的雨水、冬天的雪水都被储藏在地窖。
作为一年四季的生活用水。
相比之下，清澈、纯净的井水就显得格外甘甜。
这首“花儿”就强调了井水的甜，与甜水相媲美的是“花儿”的甜嘴。
一声甜甜的“哥哥”令人甜蜜而惬意。
前者是味觉的美好，属于物质上、生理上的享受；后者则是听觉的美好。
属于精神上、心理上的享受。
可见这位主人公追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幸福，更是精神上的愉悦。
他的理想恋人是一位嘴甜的温柔女子。
    马肥了肉坠着哩：    维花儿要维个宽肚肠。
    心窄了吃醋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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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的创作者大多是农民。
歌中对于身边家畜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各种家畜常常会被自然而然地用作歌谣的起兴。
好马的标准是速度快，而不在于肥瘦。
如果膘太肥的话，就会成为累赘。
不过与马的肥瘦相反的是人心胸的宽窄。
特别是“维花儿”的时候。
心胸狭窄的女子容易多心、吃醋，给生活带来麻烦。
因此。
“维花儿”如同选好马一般，不应该在乎外观的肥瘦美丑，只有“宽肚肠”、心胸开阔的女子才是最
理想的。
    (二)女性的恋爱观    旧中国的女性受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男性比起来更没有婚姻
自主的权利，饱受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痛苦，所以也更加渴望幸福和自由。
她们在恋爱观上具有和男性不同的思维方式。
其所思所想在“花儿”世界里有所体现。
    要浇个清泉里的水哩：    世上有钱的我不爱。
    只爱个勤劳的你哩。
    这首“花儿”是在宁夏南部山区的海原县收集的。
反映了当地的习俗。
这里的人们在高墙院里种白菜。
不仅因为院子里保暖、防风。
更是为了浇水方便。
同时也可防止外面的牛羊等家畜啃食。
由于山区海拔较高。
干旱少雨，没有大块的水浇耕地来种植蔬菜，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少量种植，利用山泉或井水进行浇灌
。
清澈的泉水对于培育白菜来说至关重要。
女主人公从中悟出了选择配偶的道理。
比起有钱人来，选个勤劳的男人才可靠。
    不图钱图心着哩：    提上篮篮儿拾灰菜。
    各人瞅各人者爱哩。
    这首歌里的恋爱观和上例不同。
主人公是一位正在菜地劳作的农家女子，她盘算着将来嫁人不图钱财，只“图心”——只要他是一位
心好、可靠的人。
不管穷富都觉得他可爱。
表现了西北农村女子朴实、善良的美好追求。
    五泉山有一个宝泉：    尕妹子维的是老实汉。
    不维那骗人的歹汉。
    这首山歌首先从兰州以及当地的名胜五泉山、宝泉发端。
反映了一个农家女子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接下来是由景到人的联想：对于女主人公来说。
看景要看胜景，交男友要交“老实汉”。
生活中的老实人才是她心中的“宝泉”，而绝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骗人的“歹汉”。
这首“花儿”里“老实人”的观点代表了农村女子普遍的择偶标准，她们觉得只有诚恳、平实的人才
有安全感。
才是过日子的理想人选。
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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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花儿”这种民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各民族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是西北人民的精神食粮，它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首首“花儿”虽然是西北人民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却反映着西北地区的民俗风情，生动形象而又
令人回味无穷。
    目前，对“花儿”进行精深研究并作出总结的学者不是很多，“花儿”的相关资料显得极其的宝贵
。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引用了《花儿集》、《六盘山花儿两千首》、《花儿词话
》、《青海花儿话青海》等书中的“花儿”民歌，并大量参考借鉴了武宇林教授的《中国花儿通论》
。
武宇林教授多年潜心于中国“花儿”民歌的研究，可谓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因此表示诚挚的感激之
情。
    《花儿》是一本面向青少年的读物，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在阅读中了解中华国粹，从而获得更多的
知识。
特此说明，并再次致以谢忱！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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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阅读中华国粹》，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
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
愉悦。
    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花儿》(作者秦楠)是其中一册。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花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