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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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过，如果这些题目让外面院校的学生做，难度反而大矣！
地缘、人缘、语缘，没有一样不难的。
而对于本地学生，则合乎于理，顺乎于情，难变为易，劣势转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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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节不仅是天祝地区汉族人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当地土族人活动内容最丰富、气氛最热
闹的时候。
受汉族人影响，土人也是从腊月开始就忙着备年货。
男人们杀猪宰羊，女人们边赶制新年穿的新衣服，边制作过年吃的各种面点食品。
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祭灶的日子。
家家户户在灶房点香烧纸，编草马，做油饼十二个（逢闰月时做十三个），送灶娘娘“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
等到腊月三十晚，再焚香贴表纸、献供品，迎接灶娘娘归位。
这天还要大扫除，家院的各个角落都要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在大门上贴好“钱马”和春联。
待黄昏之前还要给祖先烧纸祭拜。
这天还讲究要收回全部外借的钱物，外出的人也要赶回来晚上和全家一起吃团圆饭。
年夜饭非常丰富，有长面、手抓肉、炒菜、笑梅，还有土族人不可少的酩馏酒。
其中最讲究的是吃猪头肉，猪舌头和眼睛要敬给长辈。
全家人按辈分大小坐在炕上，边吃边喝边聊，和乐融融。
年夜饭后，年长者围炕而坐，谈天说地，叙古论今，拉家常、讲故事。
孩子们在院里嬉耍戏、放鞭炮。
其余的人就唱赞歌、转安召①。
子时之前，家家户户还要“打醋炭”。
就是找来三个卵石，在火中烧红，在一个木桶中放入柏枝、五色粮食、醋，将烧红的卵石放入木桶后
，立即往木桶内倒开水，让带有醋味、柏枝味的蒸汽，熏蒸房屋和牲畜圈棚，既有驱赶妖邪之意，也
有除病防疫的目的。
全家老人用“醋炭”水洗眼、洗脸，以防眼病，最后倒在大门外。
子时过后，才能睡觉。
鸡叫前，全家人又起身梳洗，收拾房间，换上新衣。
鸡叫头遍时，院中点麦草火，煨桑献供，并鸣炮接神。
然后就开始拜年了，全家人集中在堂屋，炕桌上摆有年食，姑娘、媳妇给长辈沏上放有两颗红枣的奶
茶并双手敬上。
小辈们则给长辈磕头、说吉祥话，长辈就回给小辈们年钱或礼品，家庭气氛快乐、和睦。
初一的清晨还不忘给家畜的鬃尾上系红布条，给羊喂油果，打记号。
然后赶着牲口迎喜神，到高山上煨大桑、放禄马②、放鞭炮，祈求平安、兴旺吉祥。
每个土民都沉浸在浓厚、欢乐的节日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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