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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

临夏，全称为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中
部西南面，下辖临夏市、临夏县、永靖县、广河县、和
政县、康乐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治所在临夏市，包含回、汉、东乡、保
安、撒拉等 42个民族，东乡族和保安族是以临夏为
主要聚居区的甘肃特有少数民族。

临夏古称河州、枹罕、导河等，河州即导河之
州，《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导河自积石”，积
石即小积石山，是祁连山的延伸地带，在今临夏州
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排列，北起于黄河边，南至土
门关，现今此地仍有禹王石、大禹斩蛟崖、天下第一
石崖等，临夏多地留有大禹庙。河州是大禹治水的
源头，大禹治水的故事历代传颂、妇孺皆知，大禹带
领人民“导川夷岩”“捶洪水，决江河”，并且“劳身焦
思，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终于征服洪水。大
禹的贡献意义重大、彪炳史册，唐朝著名诗人李白
在《公无渡河》中，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
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
杀湍烟洪水，九州始蚕麻”的诗句来称赞他，大禹拼
搏不息、忧国为民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禹治水平定了水患，让百姓能够安居
乐业，大禹是时代英雄，并被推选为政治领袖，据
《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
见大禹在治水成功之后，在会稽山下召开了诸侯与
方国的集会，大禹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
者。大禹在治水中累积的经验，为后世治国理政提
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如治水只可疏通不可堵塞，给
后世统治者以顺应民意、关注民心向背的启示，并由
此形成“君舟民水”的理念。因此可以说，大禹自积
石而起的治水，推进了夏王朝的建立，形成了古代国
家统治的基本范型，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临夏地区处在王朝的边
缘，不仅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重要通
道，各种物资与文化均在临夏地区交流、接触。同
时临夏地区还被视作为重要的边防要地，《读史方
舆纪要》说“自昔西陲多衅，枹罕尝为战地”，可见临
夏地区战事频仍，因此此地统治权在历史上多次易
手。先秦时代羌部落生活在临夏地区，后秦代在这
里设置枹罕县（一说汉代），东汉汉灵帝中平元年
（184年），枹罕人宋建乘凉州战乱而起，在此建立割
据政权，自称“河首平汉王”，立国号，置百官。汉献
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夏侯渊讨平。十六国时期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鲜卑乞伏国仁自称大
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占据秦、河二州，自称“秦”，
史称西秦。西秦永弘四年（431年），西秦为匈奴大
夏赫连定所灭，西秦故地被吐谷浑占领。

隋代末年，金城校尉薛举占领枹罕郡，他臣服
于突厥，临夏因此被突厥纳入范围。唐朝高宗至
武则天时期，在临夏地区设节度使防吐蕃，安史之
乱后，唐宝应元年(762年)临夏成为吐蕃属地。北宋
初为河湟唃厮啰政权所辖，北宋神宗熙宁六年
（1073 年），王韶收复临夏。但南宋高宗绍兴元年
（1131年），金将完颜宗弼攻克临夏，被金所据。元
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年)，改为河州路，划归吐蕃等
处宣慰使司统辖。明清时期，在河州设置卫所，加
强对边疆的管理。1956年 11月改设为临夏回族自
治州，属甘肃省。

一

临夏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可见，在距今
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临
夏州境内沿大夏河、广通河、洮河等，分布着各个类
型的遗址，如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寺洼类型、边
家林类型等，出土了丰富的彩陶艺术，如壶、罐、盆、
钵、瓶、勺等，外形比例均衡、棱角分明、线条流畅，
多为细泥红陶质，质地坚硬，彩陶上有纹饰，多为平
行线、曲线、交叉线、同心圆、蛙纹、水波纹组成的图
案，且已体现出专业化、规模化批量生产的特点，展
现出彩陶艺术的繁荣，也体现出中华先民在远古时
代所达到的成就，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临夏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临夏也被称作是“彩陶
之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涡纹双耳四系彩
陶罐“彩陶王”就是 1950年出土于临夏积石山县三
坪遗址，是临夏彩陶艺术的代表。

汉武帝时丝绸之路的开拓，临夏更是处于丝绸
之路南道，成为丝绸之路上吐谷浑进入中原的咽喉
要地，以及唐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点，历史上诸
多商贾、驿使及官员经过这里，使得河州地区成为
繁忙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中心，这使得临夏有了西部

“旱码头”和“河湟雄镇”的美名。元代诗人马祖常
在《河湟书事》中写道：“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
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可见
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捎来西域的香
料、医药、宗教、珍宝、艺术和农作物的同时，也将中
国的丝绸、玉器、瓷器、茶叶等带回西域，河州就是
这一商贸往来道路上重要的中转站，随着物质交流
而来的，则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临夏地区多
元、丰富的文化面貌，临夏地区的炳灵寺石窟就是
最好的例子，西晋时期便有佛教徒在炳灵寺附近建
寺开窟、造像，西晋时始建石窟，历经北魏至唐、宋、
元、明等朝代的不断开凿、扩建，是河西走廊上早期
佛陀造像的代表。炳灵寺石窟早期受印度犍陀罗、
秣菟罗及凉州造像影响，中期受云冈、龙门影响，晚
期受藏传佛教影响，其艺术上承袭前朝民间艺术的
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的佛教艺术，在风格上呈
现出东西互动式的影响。

唐代以来，临夏成为唐蕃茶马古道中的重要节
点，茶叶生长于南方，性凉、微苦，清热解毒，且有助

于消化，自唐代传入吐蕃之后，逐渐成为以食肉为
主的牧业民族的生活必备品，藏地有“宁可三日无
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著名学者顾炎武亦有“茶
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
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可见茶叶对于藏区民众的重要性，茶叶贸易也因此
成为内地和青藏地区贸易的核心内容，唐代时经青
藏的唐蕃古道，将茶叶以茶马互市的方式，运送至
藏区，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十分兴盛，明洪武四年
（1371年）临夏设有茶马司，《河州志》记载：“数年之
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可见河州地区茶马贸易
的兴盛，河州的“茶马市交易”定在河州西土门关及
马集一带，此外积石关、长宁驿、银川驿、三甲集、定
羌驿等也是民间茶马交易的重要地方。河州茶马
古道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历史上的茶与马的互市，
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在文化交流之中。随着河州
茶马古道的商贸互动，文明也由此得以传播，茶马
古道上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土族等
各民族亦在茶马古道上互相融合，使得各民族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既保有自身的特点，又彼此间
联系、沟通，并协同发展，促进民族间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互动，增进彼此间的情感和认同，维护中
华民族的团结与和睦，以及国家的安定与统一。

河州同时作为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上的重要
节点，在中国与西域、内地与青藏地区的贸易中发
挥了重要意义，形成了八坊、大河家、三甲集、唐汪
川等大型集市，这里“四方客商居焉”，是甘青交界
处的商贸中心。加之临夏地区回民亦农亦商的传
统，目前临夏地区的饮食、鲜货、皮毛等行业仍十分
强盛，成为临夏地区商贸的主业，形成了临夏地区
特有的商业文化。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集寺洼文化等出土于临
夏地区的新时期晚期的陶器等器物中，就可见东西
方文化交融，先秦以来这里就有羌人、氐人、鲜卑和
吐谷浑等居住，是文化和民族的交融、互渗地带，而
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开拓，更使得临夏成为文化
的交汇点。体现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兼综性，历史上
临夏不仅是商贸要道上的重镇，也多为边塞地区，
文化的交融、激荡形成了临夏地区以汉文化为主
体，兼合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格局，炳
灵寺石窟体现出历史上印度犍陀罗、秣菟罗、凉州
造像和藏传佛教影响的痕迹，而临夏的建筑、方言、
砖雕、民歌等，亦体现出伊斯兰文化的因子。

临夏地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少
数民族，即为文化交融的结果。临夏地区少数民族
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如早在唐宋时期，
就有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商人通过唐蕃古道
和丝绸之路进入甘肃从事经商，有的久居于此，便
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形成回族的主体。元代时蒙
古军队从中亚带回被征服国的军人及手工艺人等
定居于临夏，成为东乡族的先祖。此时中亚撒马尔
罕人与临夏地区的汉、蒙等人长期融合形成了撒拉
族。长期生活在临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与
汉、回融合形成了保安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形成，
既是历史上临夏地区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其明
证。目前临夏地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及藏等
民族安居，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样态。

二

临夏地区长期以来在历史上属于边疆地带，不
管是汉代所置枹罕县，唐代所设凤林关，还是明代
所设卫所，以及各朝在临夏的屯田，体现出临夏的
边疆属性。唐前有关临夏的诗歌，多产生于中央王
朝和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之中，通过这些诗歌可以
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临夏州境春秋时期为羌、戎之地，秦初为罕羌
侯邑，后置枹罕县。西汉初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
帝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和匈奴的联系。但
羌人和匈奴连兵十余万人围枹罕，汉武帝派遣李息
征服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汉宣帝时羌人争夺
湟水流域，赵充国自荐将兵金城，赵充国采用了以
逸待劳的策略，招降了临夏地区的罕羌，并屯田守
边，大量羌人归顺汉朝。可以说，赵充国的贡献促
进了羌、汉的融合，对西部边境的稳定有重大意
义。汉成帝时扬雄为赵充国的画像题写颂词，赞颂
其功绩，此即为扬雄《赵充国颂》。

东汉汉灵帝时枹罕人宋建在此建立政权，自称
“河首平汉王”，立国号，置百官。汉献帝建安十九
年（214年），曹操命夏侯渊率张郃、张既等讨伐在枹
罕称王三十余年的宋建，夏侯渊进军并围攻枹罕，
最终大破宋建，曹丕《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为“枹
中作”，即在征讨宋建的过程中所作。

北朝时临夏地区的政权与区域变迁较为复杂，
北魏、西魏、北周均设河州，但西魏时临夏部分地区
被吐谷浑所占，后鲜卑族乞伏氏在临夏建立了西秦
王朝，庾信本为南朝梁东宫学士，侯景之乱后奉命
出使西魏，梁灭亡后留居于西魏，北周代魏后迁官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其为“庾开府”，他
为河州刺史辛威所作的碑铭，则能见出南北朝之时
的政权变迁。

自隋至于唐、宋，临夏地区处于中央王朝与突
厥、吐蕃和唃厮啰的争纷之中，战事频仍，枹罕这一
旧称，与唐朝所设的凤林县、凤林关之称，成为边
塞、战争诗中常见的意象。凤林关是唐蕃古道的孔
道，以及唐、宋镇守河陇地区的关防要塞，是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之女文
成公主嫁松赞干布，朝廷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过
凤林关渡过黄河。景云元年(公元 710年)，唐派御史
大夫郑维忠与诗人周利用同送金城公主适蕃，他们
经河州，过凤林关渡过黄河，经青海到拉萨。凤林
关为要害之地，唐代张籍《凉州词》其二：“凤林关里
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
解道取凉州。”这首诗歌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张籍看到陷于吐蕃的凤林关，边将却对此束手
无策，关内外一片萧瑟，张籍在极度的感慨中赋此
诗。秦韬玉《塞下》：“凤林关外皆唐土，何日陈兵戍
不毛。”以及著名诗人杜甫《秦州杂诗》其十九：“凤
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等，这两首诗歌的写作均与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西北边境的动乱直接相关，此时

吐蕃东进占领陇右，临夏亦在其中，使得盛唐时期
的诗歌中，临夏多出现于边塞诗和战争诗之中，作
为已逝之地、残酷战争和家国秩序失坠的一个符
号。唐代的边塞诗中多见有关临夏的诗歌，唐代为
边防需要设置积石军，是陇右节度使所辖诸军之
一，高适《哥舒大夫破洪济城登积石军七级浮图》贺
哥舒大夫破九曲词诗、岑参《送李副使赴积石官军
诗》《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均与此相关，柳宗元
《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苏轼《获鬼章二十二韵》等
亦与唐宋时期发生在临夏的战役相关，此时诗歌中
较少写到临夏地区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仅有
吕南公《黄九游河州》、赵鼎《宿来同堡》、庞铸《景骨
城驿中夜雨》等数首行旅诗中谈到行经临夏时的见
闻与心境，赵鼎《宿来同堡》“来同驿里题诗处，破屋
青灯一病身”，以及庞铸《景骨城驿中夜雨》中“画角
边城莫，孤舂野水秋。一川霜树老，万叶雨声愁”的
诗句，则可见出这些行经临夏的诗人，所体验到的
辽远、荒芜之感。

三

明、清时在河州设置卫所，管理边疆事务与贸
易。明朝时有大量的贬谪诗人来到临夏，明洪武三
十一年（1398年），曾官至内阁首辅，主持编纂《永乐
大典》《太祖实录》的明代著名才子解缙被贬谪至河
州，现存其在河州创作诗歌共 78首，解缙从京城被
贬至河州，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
慨，在此期间的诗歌可作为明证，如《贬河州》其五
言：“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乌思藏去
尼巴国，行来经岁未得休。”在解缙看来，河州似在
天边，其辽远就如同从西藏到尼泊尔一般。到河州
之后，解缙游览河州名胜古迹，镇边楼、炳灵寺、宁
河城、万寿寺及积石山都出现在解缙的诗笔之下，
解缙笔力雄健，他的诗歌贯穿古今、华夷之间，如
《题积石》：“积石唐家节度城，吐蕃羌帽帐纵横。而
今河水清无底，时有游人月下行。”以及《冰灵寺》：

“冰灵寺上山如削，柏树龙幡点翠微。况有冰桥最
奇绝，银虹一道似天梯。”解缙笔下的河州景物古
朴、奇崛，同时充满了苍凉之感，这与解缙在河州时
的心境直接相关。

此外，明代杨一清《过河州》《题积石》、高弘《题
积石》、吴铠《镇边楼》、石玠《和政驿》、苏志皋《浣溪
沙·镇边楼》、鲍龙《冰灵寺》、刘承学《凤林八景
诗》、何永达《和解学士镇边楼韵》等诗词作品，均
为非临夏籍文人的创作，他们以行旅客、贬谪官员
的视角观察河州景致，诗歌中主要体现出以下两
个方面的倾向，第一，以河州景观表达自身情感，
外地诗人于辽远之地回望故乡，思乡之苦与失意
之感交融一体，造就了这些诗歌中河州孤寂、辽远
的形象，如吴铠《镇边楼》：“绝塞十年惭旅客，梦魂
空绕五云头”，刘宪《镇边楼》：“仿佛江南好风景，
此身不觉到边头”，苏志皋《浣溪沙·镇边楼》：“雁
字不来书又断，君恩未绝笔仍投，时时魂梦绕皇
州”，王田《河州口号》：“赏心止棘营营辈，离索零
丁带露僵”，王全臣《初入河境》：“我是河州新使
君，停车不忍见鸠群”等，均为诗人思乡的明证。
第二，以河州作为边塞稳固的象征，明代在河州设
置卫所，清代西北边疆防护的加强等，使得积石成
为边疆稳固和家国稳定的象征，大禹治水“导河积
石”的传说与夏朝的建立紧密结合，因此明清时代
贬谪诗人的积石诗，多用以颂赞当朝帝王，如杨仲
弘《题积石》：“多少鱼龙争变化，总归西北会风
云”，张鹏《题积石》：“神功圣德照无极，万古生民
仰惠休”，郭朝佐《积石》：“车书一统尽朝宗，此山
此水亘西域”等，则借大禹治水之功绩，用以吟咏
当朝天子之功，是古代诗人颂美意识的体现。由
此可见，虽行军、贬谪与行旅诗人在临夏书写了大
量诗歌，其中不乏著名文人的作品，展现了临夏的
名胜古迹与景致，但这些诗歌创作，仍有明显他者
化视角的特色，诗人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视角打量
河州，因此将河州书写简单归于辽远边地与政治失
意，用以寄托诗人的思乡之情和政治情怀，如此他
者观照，其实是将河州的客体化处理，作者并未将
自身情感与河州紧密结合起来。

清末台湾噶玛兰厅（今台湾宜兰）人李望洋，于
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人，同治十年（1871）以大挑
一等签分甘肃试用知县，历任渭源、河州、狄道州，
颇有政声，人称“李河州”，并获左宗棠的赏识而不
次拔擢，官至知州。李望洋著有《西行吟草》两卷，
展现了他对甘肃气候及风土人情的感知，并展现出
他个人远赴甘肃任官的无奈和得意，其中有数十首
诗歌作于临夏期间，李望洋对临夏历史很有兴趣，
如他的《咏河城形胜》以自注的形式详细展现临夏
历史、景观、民俗等，《卸篆后闲居》则涉及大禹治水
与哥舒翰破吐蕃二事。同时李望洋对于清末临夏
地区的吏治则有反思，《七月廿一日又到风林城》写
作时李望洋已从河州离任，他重访故地之后，对河
州著名的镇边楼依旧深有情感，但对于百姓的痛
苦、地方官吏的治理不善等多有揭露，体现出他对
于故地百姓的深沉同情。此外，李望洋在《二十三
日吃早饭思家》中，则以“一别东瀛万里长，宦游秦
陇到边疆”之句，极言河州之辽远及其思乡之情。
李望洋主动担任河州地区的官职，虽路途遥远，但
李望洋并未在诗歌中表现出萧瑟、阴郁和不满的情
绪，而是将自身融入河州的自然、文化和日常生活
中，诗歌中多呈现出对河州的新奇之感。

对于河州去他者化的书写，则有赖于临夏本土
诗人的创作，现存最早的本地诗人及其作品为明
代，此时有王竑、马应龙、朱家仕等数名进士，他们
均有诗作传世。王竑为明正统乙未（1439年）进士，
曾官至兵部尚书，他的诗歌古朴典雅。马应龙富有
诗名，他和解缙之作《镇边楼》中，不见苍凉之感，反
而透露着雄豪之气，其诗曰：“不到边城阅几秋，喜
随骢马漫登楼。坐中多少风云气，写入诗匾最上
头”，马应龙生于河州，登至镇边楼自然不会生发出
辽远、孤寂的思乡之情，而是直及镇边楼修建的原
初目的，即稳固边疆、保家卫国，是真正回归于临夏
本体的创作方式。这样的创作意识贯穿于临夏籍
诗人的创作之中，如张和《牟献之召饮茹香亭看牡
丹属题》其二写牡丹：“别有精神压满枝，边城花放

夏初时。惊才绝艳都甘让，劲骨刚心我自知”，赞颂
河州牡丹的艳丽与醉人，《河州八景·大夏秋声》“岂
是银河天上倾，遥闻空际起波声”，《凤山夕照》“一
峰突起万峰低，恰对斜阳夏水西”“谁把文章夸藻
耀，灵山占取凤凰栖”，对河州景致的书写中充满了
自豪之情。此后，邓隆、祁梅仙、马恕、马福祥、马汝
邺等本地诗人，所写河州景致或清丽俊秀、或奇崛
雄豪，均有较高的诗歌成就，绘出一幅幅精妙绝伦
的诗歌图景，同时也体现出临夏浓厚的文风，诗歌
创作需要一定的学养和语言能力，河州处于政治、
文化的边地，且如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自有其语
言，回族则自明代始使用汉语，明代前河州本地诗
人较少，此后则逐渐多起来，且在创作的质与量两
个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晚清诗歌创作
的兴盛，更说明临夏地区文化的繁荣和文风的旺
盛。清代以降河州文风的兴盛，出现了如张和、邓
隆、张质生等诗人。

河州风土人情、民生哀苦亦为诗人书写的重
点，如于王全臣之《乙酉秋郊行纪事》四首，王全臣
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担任河州知州后，均田
制赋，此组诗写王全臣在推行均田后的第二年，至
河州西郊、北乡和东乡及河州城内的见闻，以实录
精神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可堪为“诗史”。河州
叙事诗多以白描手法图写历史，不管是王田记录
民生疾苦的《南乡士民公宴纪事五十韵》，徐绍烈
记录民国初年陕甘大旱的《连日报警，难民逃至城
外者露宿田间，夜来风雪，伤心吟此》，还是马恕写
民俗风情的《游思巴关》《游新营关》，或张质生反
映农村哀鸿遍野的《食榆皮》《饥妇叹》《捉兵谣》等
诗歌，均将诗笔集中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书写在明
代宦官政治、清代民族冲突、近代军阀混战与外敌
侵辱，以及各时期自然灾害背景之下的普通百姓的
遭遇，充满了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也体现出诗人对
民众生活的忧虑之情。

临夏地区的过往历史及名胜、关口驿站、自然
景象、民风民情都是诗人书写的重心。历史文化如
大禹治水故事、唐哥舒翰守河州、宋熙宁七年王韶
收复河州，以及明清以来的茶马互市等，这些历史
事件与现象展现出临夏的过往历史与厚重的历史
积淀，也展现出临夏地区与中央王朝、四周民族之
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炳灵寺是临夏地区最具代表
性的历史宗教名胜，亦多有诗歌对其进行吟咏。关
口驿站如积石关、凤林关和镇边楼等，均作为重要
的边塞景观、军事设置以及诗歌意象出现在历代诗
词之中，作为临夏边地遥远的代名词，呈现出临夏
地区在历代王朝军事史中的定位。自然景象如积
石山、露骨山、泄湖峡等所谓“河州八景”，临夏地区
的花草，如牡丹等亦作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以展现
临夏独特的自然风貌，诗人对临夏自然风貌的特征
塑造为奇崛、艰险与清丽、美好并重，引人向往。此
外，临夏地区的花儿会、美食、商贸及民众生活方式
亦见于诗歌之中，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对临夏
地区的文化进行塑造。

质朴、自然是河州诗歌的总体特点，不管是明
清贬谪官员、行旅客在河州的创作，还是河州本地
诗人的作品，均受河州自然风貌和民俗风情的感
染，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诗歌风格力求
自然去雕饰，河州诗人喜用口语、俗语及民间歌谣
入诗，如罗锦山《叹老》“头已老，满头黑发雪白了。
眼已老，拨开书卷字嫌小”等，诗歌呈现出通俗、质
朴的风格。

除文人诗之外，河州民间歌谣亦十分发达，主
要有河州贤孝和河州花儿两种，河州贤孝是流传在
河州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艺术形式，因宣传劝善惩
恶、忠臣良将、妻贤子孝等内容而得名，用河州方言
说、唱，并配以简单的弹拨乐器相结合，多由艺人手
持三弦，自弹自唱而成，早在明代中期就已成为当
地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其唱本有“国书”与“家书”之
分，以《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二十四孝》等为主
题，也有被称为“新书”的唱本，是近现代所发生的
重大事件作为题材的唱本，如《老撒拉》《尕司令打
河州》《长工苦》等。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和青
海等地的一种民歌，声音高亢舒长，即兴编词，有独
唱和对唱等形式，内容以歌颂爱情为主，多在田地、
山野或庙会、集市之中演唱，流行于临夏地区的花
儿被称为河州花儿。河州贤孝篇幅较长，以通俗、
生动、幽默的语言演述历史事件，展现出对于历史
的民间视角，河州花儿则以直率、热烈的语言和唱
腔，展现河州民众的情感与日常生活，本书收录河
州贤孝《河州事变歌》和部分河州花儿，意图展现河
州民间歌谣的基本状况，以及河州民间歌谣对于河
州诗词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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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赵逵夫
教授主编、省内 20 多
位 学 者 倾 力 编 撰 的

《甘肃历代诗歌选注》
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
版发行。其中《临夏
卷》由马晓舟选注。

马晓舟，1989 年
生于康乐县，现为西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教授，研究方向为先
秦两汉文学、外国文
学，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 项。在选
注《临夏卷》时，作者
参考了10多部有关书
籍，博采众长、吸优去
冗、兼容并蓄，编注了
这部全面了解临夏文
史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