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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泾源民间故事保护与传承的对策研究

泾源民间故事源远流长，是泾源人民千锤百炼而流传下来

的集体创作的结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2014年

被文化部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对泾源民间故事做好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有利于教化民众

和传承地方文化，对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泾源民间故事传承和保护的现状

（一）泾源民间故事的传承方式逐渐多元化。一是口头传承

逐渐与文本记述相结合，通过故事集出版、网络媒体等多种传

播形式，力求将泾源民间故事更广泛地传递给大众。1991年至

2023年，陆续出版了10本故事集，包括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

物。2020年以来，泾源县文化馆通过非遗展厅、官微“固原故

事我来讲”栏目、抖音“泾源非遗”平台等多个渠道积极向外

宣传泾源民间故事。二是泾源民间故事融入泥塑、刺绣、剪纸、

插画、花儿、歌舞剧等多种形式，使其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吸

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也拓宽了泾源民间故事的传播渠道。三

是泾源民间故事作为地方文化名片，曾多次在泾源县对外推介

活动中被提及。泾源民间故事在助推泾源文化对外宣传工作的

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对外传播。四是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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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形式推动泾源民间故事的传承和发展。2023年泾源地方文

化部门首次组织了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培训班和讲故事比赛，

有效地推动了泾源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

（二）泾源民间故事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有序推进。泾源民间

故事的挖掘和保护工作以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

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14

年），泾源民间故事的挖掘和保护工作以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

故事集为主，共出版了 4 本故事集，包括内部和公开出版物。

第二阶段（2014年以来），围绕着讲述人有序开展深入挖掘和保

护工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2014年泾源民间故事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从而保证了开展泾源民间故事保护

工作的系统性和长期性。二是2017年以来，在国家专项经费的

支持下，泾源地方文化部门对全县的讲述人进行了普查，通过

采访、记录、拍照、现场录音摄像等方式对六盘山镇、黄花乡、

大湾乡等地开展了口述记录工作，抢救性地搜集到了大量原始、

活态资料。经过整理和筛选于 2023年出版了六本故事资料集，

新的资料增加了讲述人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三是地方相关文化

部门通过普查和筛选，将其中一些讲述人认定为区级、市级和

县级传承人，目前有 5个市级传承人，其中 4人是区级传承人，

保证了泾源民间故事的有序传承。地方文化部门还通过举办培

训班、讲故事大赛等方式来应对传承人年龄偏老、传承人梯队

不健全的现状，以期增强泾源民间故事的传承与交流，提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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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故事传承人的传承意识和保护能力。

二、泾源民间故事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困境

（一）泾源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逐渐式微。泾源民间故事讲

述活动作为传统民间娱乐方式，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田间地头、

农家庭院随处可见，是泾源民众闲暇之余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泾源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对泾源民间故事的兴趣

逐渐减弱，再加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致使泾源农村地区空心

化，进而导致泾源民间故事赖以传播的土壤逐渐消失，以至于泾

源民间故事在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后一时竟寻不到会讲泾源民间故事的人。虽然自2017年起，在

泾源地方文化部门的努力之下，陆续挖掘出了一些擅长讲故事的

人，但昔日热闹的泾源民间故事讲述场景却难以再现。

（二）泾源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有待加强。一是对泾源民间

故事传承人的培养不足。当前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存在人数少、

传承人梯队不健全、培养传承人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造

成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老龄化严重、青黄不接等问题。二是泾

源民间故事讲述传统有待恢复。除了偶尔给调研人员讲一讲、

2023年参加了一次讲故事比赛之外，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缺少

持续大量给他人讲故事的机会和平台，导致泾源民间故事讲述

传统难以恢复。

（三）泾源民间故事的建档和研究有待提升。一是泾源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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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数字化建档有待完善。如宁夏文化馆的网页设有“宁夏

非遗”专栏，但其中缺少泾源民间故事的相关信息；固原市文

化馆的“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上，仅

有对泾源民间故事的简介，缺少故事内容和传承人的资料；泾

源县文化馆暂无地方非遗数字化平台。以上说明宁夏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三级数字化平台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泾源民间故事

的数字化建设有待启动。二是泾源民间故事的学术研究严重滞

后。当前除了几本公开出版或内部出版的泾源民间故事集之外，

关于泾源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几近于无。在知网数据库里也检

索不到任何相关研究成果。这说明学界关注泾源民间故事较少，

缺乏研究的积极性。

（四）泾源民间故事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有待加深。一是

泾源民间故事与地方旅游业的深度融入不足。近些年地方政府

试图通过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方式使泾源民间故事焕发活力，如

2018年在老龙潭景区设立中华龙文化宫，2022年推出了实景花

儿歌舞剧《柳毅传书》等等，但后续仍有待深入推进和加强两

者的融合。二是泾源民间故事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不明显。作

为泾源县对外宣传的文化名片，泾源民间故事曾多次在泾源县

对外推介活动中被提及，如何使泾源民间故事元素在地方文化

宣传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还有待深入挖掘。

三、加强对泾源民间故事传承和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推进泾源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一是加大对泾源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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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强化对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培养的政

策性扶持，通过提供讲故事场所、传习补助、研培计划等方式，

支持传承人开展授徒和交流活动，提高其讲述水平和授徒艺能。

积极推动地方院校与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人联合培养青年传承人，

在院校设立民间故事讲述专项课程，通过与泾源民间故事传承

人共建工作室和保护实践基地、聘任传承人为课程教师、设立

相关研究项目等途径在学生群体中挖掘传承人。二是建立长期

有效的泾源民间故事活态传承机制，通过成立泾源民间故事传

讲协会、定期举办泾源民间故事讲述大赛、打造泾源民间故事

传承基地等多种途径促进泾源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与现代社会的

有机融合。

（二）促进泾源民间故事的建档和研究。一是完善泾源民间

故事的建档体系。加强对泾源民间故事及其传承人资料的文字、

图像、音频、视频四类数字化记录，积极推进三级非遗数字化平

台建设和完善工作，在此基础上将泾源民间故事资料纳入地方非

遗档案和数据库体系，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二是加

强对泾源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在地方研究机构设立民间故事研

究室，汇聚各方有民间故事研究专长的人才并形成泾源民间故事

研究科研队伍， 定期开展课题研究活动，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在组织专家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地方文化部门与地方研究机构合

作设计一些以泾源民间故事传承和保护为主题的重大课题，以公

开招标的形式汇集区内外专家，以团队形式展开深入研究。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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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民间故事传承与保护研讨会或论坛，邀请区内外专家以文参

会，提升泾源民间故事研究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加强泾源民间故事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一是加强

泾源民间故事与其它非遗项目的融合。将民间故事元素融入剪

纸、刺绣、泥陶制作、竹编、农民画等地方非遗产品的研发，

使非遗文创产品更具地方文化特色。也可融入地方民间音乐、

民间乐器、歌舞剧、小品等各种音乐和舞台表现形式，以促进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二是发挥泾源民间故事在文旅深度融合中

的作用。把民间故事元素融入地方景观造设、景点导游词等，

打造非遗景点，既满足了游客的文化消费，也促进了泾源民间

故事的文化再创造。三是加强泾源民间故事在对外宣传中的作

用。民间故事是了解地方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生产生活方式

的窗口之一，可在景区宣传册、旅游指南、宣传片、宣传文案

里增加泾源民间故事元素，既能彰显泾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也

可以展示泾源丰富多样的特色文化资源。

（执笔人：宁夏师范学院　黑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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