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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集 金 昌 民 俗 共 话 乡 土 乡 愁
——《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著作首发仪式及学术研讨会扫描

记者 武玲奕

7月19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肖永晖《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著作出版首发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在市

博物馆举行。首发现场，剪纸旗袍翩翩起舞、民间文艺百花争艳，一场关于文化、记忆与乡愁的盛宴拉开序幕。

永昌木偶。

剪纸展示。

社火中的节子舞。

对话民俗 留住乡愁

民俗，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连接着传

统和现代。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依然能

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底蕴。

《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是肖永晖近

30年来对金昌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

的精粹汇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者

历时四年，通过田野考察、村落漫步、倾听乡音、查史阅

典，全面深入研究金昌民间民俗文化，全书集录了32

万多字，200多张照片，由“寻根理脉、民淳俗美、说唱

曲艺、妙手巧工、味蕾记忆、镌刻年俗、民俗建筑、流年

印象”等篇章组成。

本书的正式出版发行，填补了金昌民间民俗文化

研究的空白，也让一段段关于金昌民俗文化的珍贵记

忆被重新唤醒，流淌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间。恰如一幅

缓缓展开的民俗风情画卷，将金昌的历史脉络、风土人

情、文化精髓一一呈现于读者眼前。它不仅是记录金

昌民俗文化发展轨迹和风土人情的“乡村史记”“百科

全书”，也是一部寻根金昌地方文化多彩图景的“乡愁

记忆集”，更是一部弘扬传统文化，激发文化自信的民

俗文化研究佳作。

在这部作品中，肖永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

的洞察力，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与金昌的民俗文化

进行了一场跨越世纪的对话。

随着首发仪式的启动，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来

自社会各界的200多名民俗文化爱好者、39名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围绕该著作在金昌民俗文化、非遗传承领

域的作用展开深入交流，分享金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的丰硕成果。

“本书是金昌地方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综合记录，是地方文化的多彩图像，它为我们地方乡土

文化传承与青少年教育提供了较好的地方文化教材。”

首发仪式上，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贾得梅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该书的发行，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加深入地了

解金昌民俗文化，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民间

文化艺术，激发人们重视传承家乡文化的动力，留住中

华民族的‘根’与‘魂’。”

这不仅仅是一场著作发布会，更是一次对金昌这

片热土上深厚民俗文化的深情回望与深刻探讨。

寻根问俗 觅迹遗风

肖永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

会员、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

协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民俗学会常

务理事、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金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出生于甘肃永昌的肖永晖怀着对金昌民俗文化的

执着探求和坚守执念，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工作 30 多

年，被聘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

交流工程“永昌卍字灯俗”民俗专家；负责规划打造了

市博物馆“金昌民俗文化展厅”“边洼里民俗村”“永昌

钟楼小吃城”等民俗文化项目；负责国家开放大学（甘

肃）——《金昌特色文化述要》第三卷编纂。荣获全国

非遗保护论坛（德清）论文三等奖，第九届、第十届“金

星奖”民间文艺一二等奖，全市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

金昌市宣传文化精品创作成果奖——“金昌文艺奖”。

多年来，金昌地区的民俗现象、民俗种类繁多，且

千差万别、淳朴厚重，犹如泥土和空气一样深植在肖永

晖的日常生活中。

“金昌民俗是一种根植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于

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力量。这种

力量让我始终不能懈怠，作为一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我

有责任去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金昌民俗，与乡愁对

话，让乡愁助力新时代，让乡愁筑梦新征程。”肖永晖说。

田野考察、村落漫步、倾听乡音、查史阅典是他从

事民俗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

“在田野调查中，我时常感受到：不管跑过多少地方，

对于田野的文化，我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浩如

烟海、林林总总、处于濒危的金昌民间文化，就在田野里

等待大家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这种

挑战来自时代，同时来自田野大地。”肖永晖感叹。

如何让这些尚存于世的鲜活史料与厚重文化融为

一体永远相传？这是一项浩大的民俗文化抢救工程。

“在撰写稿件时，我曾一次次地放下手中的笔，不

是因为写不下去，而是为金昌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厚重

性、群体性所震撼，如此繁多的金昌民俗文化不能被挖

掘研究保护起来，实在感到遗憾和内疚。”肖永晖回忆

起创作时的情景，他说道：“我想通过本书的出版，让更

多的百姓了解民间技艺的价值、确定民间文化的精要、

理清非遗传承的脉络、制定民间技艺和非遗保护的标

准。通过我的梳理，进一步提升金昌百姓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参与性，让文化自信成为现代

化金昌勇当先锋、转型跨越的一张‘名片’。”

“整理民俗事项容易，探索民俗的渊源艰难。”在深

入研读《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一书后，甘

肃省作协会员、永昌县第二中学高级教师胡辉学感叹

道：“如果没有对地方文化的热爱，没有对地方文化的

执着追求，没有对地方文化严谨的态度，很难创作出如

此厚重的民俗文化专著。”

乡愁为引 民俗大观

书页轻启，萦绕于文字间的“乡愁”像是一根线，串

联起金昌大地上的点点滴滴，从古老的节日庆典到日常

的衣食住行，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到世代沿袭的技艺

传承，它让我们看到了金昌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独

特印记，感受到了那份根植于心的乡土情怀和文化自

信。

“‘乡愁’是本书的关键词，而民间风俗习惯往往是

乡愁的载体。”研讨会上，甘肃省民协副主席、西北民族

大学教授牛乐说：“肖永晖以一种地方性视角，将金昌

民俗文化中的人生礼俗、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记忆，包

括民艺行业发展等诸多小叙事融会贯通，以文学的形

式，讲述‘金昌故事’，此书可以说是金昌民俗文化的

‘大观园’，生动展示了甘肃金昌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

特的地方魅力。”

民俗积淀于历史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社会。在工

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传承、发展农业文

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

“留住乡愁”是破题之要。

“《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是一部在传

承与弘扬民俗文化的当代场景中，记录和讲述金昌传

统民俗文化故事的厚重著作，作者通过《对话乡愁——

金昌民俗文化研究》，构建金昌民间文化话语体系，守

望了一方乡土乡愁，更是传承了金昌民俗文化根脉，给

我们树立了一个书写和讲述金昌本土文化故事的成功

范例。”市委党校教授宿好军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说：

“在著作中，肖永晖寻根理脉，对话乡愁记忆，将民俗文

化作为乡愁载体，给我们讲述了生动丰富的金昌民俗

故事。我们通过阅读，既能够认识到金昌民俗文化色

彩斑斓的丰富内容，同时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蕴含其

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激发起心头的那份乡愁，和

对家乡文化追寻的兴趣。”

金昌，历史悠久，民淳俗厚。四千多年来，世世代

代锤炼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已经在当地人们的精神家

园和乡愁沃野上留下了深深烙印。而金昌民俗文化，

是依附金昌老百姓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具

有独特气质的文化，经过千年历史的洗涤，不同文化语

境间的融合、剥离、嫁接、创新，以及游牧、农耕生活反

复打磨延续，已形成金昌地区民俗文化的核心要素。

著作最后，肖永晖遴选了他近年来的17篇学术论

文，以“对话乡愁”为视点，引领民众感受民俗、体验民

俗。所展现的金昌民俗风情，是曲调丰富的“孝贤”“永

昌宝卷”，是承载浓浓年味儿的“社火盛会”“木偶戏”，

是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巧手艺、生动的民间传说和亲

切的家乡方言……民俗演绎着厚重古老的岁月印记和

地方文化的百转风情，它们如同大地之灯，用朴素的姿

态守望着人们最鲜活的记忆。

“民俗文化，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中华民族

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

国家统一的基础，还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

源。”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徐凤则对肖永晖不辞劳苦，30

年如一日访老人、记故事、品技术、悟道理，用双脚丈量

金昌市的每一寸土地，用笔和纸记录金昌民俗文化的

前世今生，用心体悟先民智慧的精神给出了高度赞扬。

甘肃省作协会员、永昌县第二中学高级教师胡辉学

被书中那一篇篇用心用力铸就的文字所感动，他以“等

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为题，简析了《对话乡

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一书，文中他写道：“肖永晖

在搜集、整理、挖掘、传承、保护金昌民俗之时，努力发掘

蕴含在民俗之中的精神价值，有效激发了民众的文化创

新活力。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多年以来，作者对民俗

的热爱和追求、传承和保护。”

乡愁情深 文化永续

缓缓合卷，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深度旅行，

站在时间的交汇点上，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乡愁与民

俗，这份深植于心的情感，不仅是对故土的眷恋，更是

对文化传承的呼唤与责任。

近年来，我市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投身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的保护、抢救、弘扬、发展和利用，引导人们在记住乡愁

中延续根脉，在守护家园中眺望未来，为增强文化自

信、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国精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滋养和支撑。

市博物馆馆长李勇杰建议：“要以该著作的发布和

研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事

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理直气壮地推进金昌民俗文

化的高质量发展，尽快融入‘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文化条件。”

“金昌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多年来，在各级传承人

和民间艺人的坚守下，在中国式现代化金昌实践的伟

大征程中，金昌艺术家们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

心用情用力赞金昌、颂金昌、画金昌、唱金昌，讲好金昌

故事。本书的出版不是句号、而是逗号。作为我们民

间文艺工作者也将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更多群众易

于接受的民俗文艺作品，为讲好金昌民间文艺故事奋

力前行！”肖永晖表示。

（本版图片由本书作者肖永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