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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见到张君仁教授主编的《西北传统音乐研究》与《西北少数民族音
乐研究》这两本以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主的文集，我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多年来对高校传统音乐
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殷切期盼吗？
再一一翻看十四篇论文的题目、章节内容，我又是一惊：这也不正是对前些日子文化部“非遗”保护
专家委员会上一位民俗学前辈高调呼吁，希望人文学界能写出一批有学术质量的“专项调查报告”的
一种意外回应吗？
惊喜呐叹之后，我渐渐平静下来，我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自己该为它写点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件事他们做的对。
一个地方院校，特别是身处西北的地方院校，论校园环境、论学术资讯、论师资力量，要和中央比、
和东部发达地区院校比，可能都很难。
但是，有一样是别人无法与它相比、想比也比不上的。
那就是它所在之地的丰厚无比的传统音乐资源，那种惟它才具备的地缘优势。
多年以前我统计过西北五省四部民间音乐集成录载的各种民间音乐品种，民歌、歌舞、戏曲、说唱、
器乐五大类加宗教音乐，大概接近1000种。
所以，我当时曾说，西北不仅是中国经济、能源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传统音乐的一个巨大的宝库。
面对这样的天然资源库，人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西北师大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的态度是：眼睛向下，走出校园！
迈进民间社会不同音乐品种的文化现场，来到身怀绝技的每个传承人身旁，观察、访谈、记录、描述
、解释，把民间艺术家的口述和活态表演变成另外一种“叙事文本”和学术资源，交给当代学术界，
也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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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李海舟在街头宣传文明礼貌，开场白的头几句是：‘桃红柳绿梨花白，燕语莺啼鸟唱歌，开
展文明礼貌月，编几段快板唱着⋯⋯’据说，他写过一本考证兰州鼓子的书，对鼓子的渊源、流派、
格式、调式记叙甚详，曾请甘肃曲协曲子贞写序，‘文革’前连同他藏的所有鼓子资料，全部交文化
部门，但后来不知流落何人手中。
对李海舟恰如其分的评价莫过于甘肃省学者歌红赠与他的旧体新韵七绝：艺海行舟五十年，兰州鼓子
缀成篇。
寻求资料存遗产，贡献生平在陇原。
”①（二）崔宝山（1927年生）兰州市安宁区人，原名崔珍德，笔名星火、安华、号长寿山人。
原兰州机床厂工人，《中国曲艺志·甘肃卷》编辑，《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兰州分卷》编辑。
原甘肃广告报特约记者，兰州市文化学会会员，兰州鼓子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甘肃分会会
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分会会员，兰州作家协会会员。
编印《兰州鼓子新作选集》、《宝山诗歌新作选》各一册，新创作兰州鼓子有《迎春曲》、《四化传
佳音》、《佳节思亲》、《陇原英烈》、《兰州好》、《国庆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恭
贺双喜》、《宴公斩蛟》、《吉鸿昌》、《苏武》、《彭公颂》、《十里桃乡迎佳宾》、《庆国庆、
迎香港回归》、《功勋赞》、《赞歌》等。
退休后搜集整理兰州鼓子词曲50余万字。
（三）王雅禄（1930年生）兰州市七里河区人，原为兰州机械局变压器厂工人。
自幼随父学习兰州鼓子，后多求教于当时的段树堂、陈德福等多位名艺人。
1976年与李海舟、陈德福创办“兰州鼓子研究会”，1980年曾任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州鼓子协会主席
，2004年自己编印《兰州鼓子清唱选段》一本，整理、改编、收集鼓子唱词和曲谱99首，眉户8首。
目前能演唱兰州鼓子100多首，能熟练运用三弦、扬琴、二胡为兰州鼓子、眉户伴奏。
多次在甘肃省电视台、广播电台录制兰州鼓子节目。
（四）王正强（1942年生）甘肃省甘谷县人。
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戏曲、曲艺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出版学术专著《兰州鼓子研究》、《陇剧音乐研究》、《秦腔音乐欣赏漫谈》及论文《兰州鼓子渊源
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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