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浓浓桑梓之情 充盈字里行间

序薛九来 《凤翔民间拾趣》

周志贤

《凤翔民间拾趣》这本书， 共八章 ， 内容丰富， 涉及面较广 ， 除

凤翔民间习俗及各种文化外 ， 还涉及民间工艺、 传说故事、 民间歌谣、

方言俚语等 。 可以说 ， 这是 本带有区域性 、
地方性的书， 也是 本

带有资料性 、 工具性的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风翔方志的完善和

补充 ， 在某些方面还有填补空白性质的作用 。 作者薛九来对广大读者 、

特别是对凤翔父老乡亲 ， 作了 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

下面笔者谈谈读了 《风翔民间拾趣》之后的儿点感受 、 感想 。

、 这本书反映出作者对故乡的真挚的爱 。

笔者以前读过 些介绍民俗方面的作品 ， 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写

得比较枯燥 ， 语言干 巴巴的 ， 阅读兴趣不大 ， 读起来也容易疲劳 。 但

笔者阅读 《凤翔民间拾趣》这本书 ， 却乐之不倦 ， 兴味盎然 。 其中主

要原因是作者对养育他的故乡 风翔有着真挚浓厚的感情 。 作品在

说明故乡的 山 水 、 草 木 、 习 俗 、 人 事时 ， 作者不是

纯客观的、 冷冰冰的， 而是把自己痴爱故乡的真挚情感倾注其中， 渗

透其间 。 笔者拜读了其中关于详尽介绍故乡的风土 人情 、 传说轶

事 特别是凤翔三 绝 " 西风酒 。 。 东潮柳 。 。 姑娘手 " 的文字后 ，

感到分外亲切 。 笔者作为故乡的 员， 其白豪之情油然而引 ， 骄倣之

感悄然升起 。 毋庸置疑 ， 个对家乡感情淡薄、 对物事熟视无睹的人 ，

怎么能谱写出赞美故乡的丽篇华章呢 ?

二
、 《凤翔民间拾趣》这部书是来之不易的 。

作者薛九来从小生活在凤翔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 尤其受先秦历史

文化的熏陶 ， 少年时便钟情于文学创作 ， 直到如今虽年逾古稀 ， 但写





序 官
两层意思 。 足观察\ " 硬 。

。 要辫丁i¢化Mh观察说ııハズ，J象， 把懈其躺
本特征 ， 使其别象成竹在胸 、 烂熟卜ら\ 二 妃iíi山嘤 " {ı史。

。 嘤掌押
说明文的语言的基本要求 ， 并能災活「I如地达川它 。 因为它小íi陜 记
叙文的语言， 不需要多少记叙柑ı? $ 也不同 」议论文的Ut育， 不需要
多少议论 。 本书做到了两 " 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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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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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

， くり花
泡馍》、 《上杈》、 《剪纸力

、 《炕日$】両》等节中， 作者把它们的制作过程
写得那么细致入微 ， 写得那么有滋有味 ， 使人渎j小不免!

ず' /l这么个感
受 表面看似简 的东ıjų， 里面却包含着계s么多有趣的学问 、 知じŁ、技巧 、 方法和秘密。 笔者谈以上内容， II的是说¢ 、 ĺw 九来I,i」，，냐 Į
写作领域 ， 他的基本功心交为企函ı的， 记叙 、 拙了$

、 说ry」、 议论
、 忏情五大表现手法 ， 他都能熟练掌握 ， 而不像有的作名只会 " /r枪 。

，却不会 " 使棒 。

。 二
、 从 '

!引午イ1勺实践来看 ， 写介绍刈俗之类的说ıyj文
章并不比写小说 、 散文之类川5么容易。 有的朋友川能认为'I Ĵ 说ly」文比
写文学作品容易 ， 这实在址 种浅薄幼稚的行法 。 你才'

，泫 了这本 l$ ，

就会改变这种\ 误的看法 。

四、 对民间歌谣的文学价值不可低估 。

民间까) ì死, 在我的印象和记忆 ,Įı
， 家乡有 ， 1ı，极少 。 Lı找没有料

到的是作 ri竟然搜集 、 整珂了那么多散落在民同的原/ı态歌翊 ， 这便
我大吃 þ)i， 开了眼界 。 作者作了 件功德无鼠的大好事， 使케ś么多
的质朴鲜活的原汁原味的歌弼留存T 世 。 不然 ，

[
ı 
ı就随着高龄老人的

陆续离世， 这些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自'Ĺ的ł收姍也就随之消失殆尽 。 作
者是 位有使命感的如ï识分子 ， 怀着对前人的文明创造极端负贵的态
度 ， 抢救性挖掘出来的歌谣 ， 如 《麻」，

' ï婆娘力
、 《出嫁歌》

、 く麻野雀力
《瓜葫芦 ， 开花花》、 くı

'

P要双手写字的》、 く喝 r ll
'

陇\f闷死呀力等， 都
是些独具韵味 、 风格别致的脍炙人口的1ı：作。 其 lłı的 《问答歌力， 还
有点刘丁 妞与莫老爷对歌似的韵味。 这使我明白了 ， 南方有伶牙的刘
三 姐 ， 北方也有利齿的李三 姐 。

在这儿简中地 i炎谈这些歌冊所用的表现手法 。 就像远山的《诗经》

样 ， 也像陕北的仃i天游 样 ， 这些歌 i岳多采川赋 、 比
、 兴的修辞手

法 。 \ 别是 " 兴 。

， 在文人创作的新诗中很少达川 ， 11在民「ń」歌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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