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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延续进程中，人

们对于文化的深入了解通常是在浩瀚的历史碎片中，通过碎

片的拼凑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每一个时期都有文明留下痕

迹，早前的文明有依靠图形传播，有依靠文字记录，有的依

靠实物记录，人们可以追根溯源来确定文化发展的历程，古

村落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对于高陵文化来说，通过口

述史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让高陵的文明、高陵的故事不仅仅

依靠从前的传统形式，更多地融入了当地人民直接对文化的

描述，以及深厚的感情输出。通过口述史的方式零距离碰触

古村落的文化，其根本就是回归最初的人际交流的形式，民

俗文化的传承。

一、古村落的文化内涵表现

1、古村落是高陵文化发展的精髓

传统古村落是早前农耕文明向新时代文明转化过程当中

重要的史实记录和实物记录的载体，是高陵地区重要的文化

类型，也是我国勤劳质朴的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高陵的非物

质文化中，古村落的发展是结合着当地的地方特色，进行演

变的，哪怕是古村落中荒废破败的小院、清冷坚毅的石碾、

宁静幽幽的古巷、荒废已久的老井，还有能看出以往风采，

热闹非凡的门楼和戏台，甚至是那些岁月布满眼角的留守老

人和稚气的幼儿，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除此以外，以高陵

洞箫艺术为代表的音乐、以高陵花灯纸扎为代表的美术工艺、

以高陵木轮大车手工制作技艺为代表的手工艺术，既是非物

质文化的体现，也是历史长河中美的需要，通过众多非物质

文化的输出，可以更加确定高陵文化的非凡价值。

2、古村落的民俗文化呈现文化特色

地方的民俗文化不是特定的文化体现，而是根据具体的

特定区域的文化表现，对于高陵地区的民俗文化而言，尤其

是针对古村落的民俗文化，是建立在高陵区古村落之间的风

俗民情的多元族群文化有着深厚的区域社会与历史背景，不

仅有语言、服饰与宗教等各族群的文化符号层面，还有当地

人的文化意义体系与世界知识图式来理解当地人自己对这种

多元族群的理解。除此以外，高陵地区古村落中留守老人的

口述历史记忆不仅讲述高陵地区的历史事件，还联系了当地

各族群的过去与现在，蕴含了丝绸之路一带社会中各族群之

间在共同时间与空间中的冲突与融合的地方性意义的理解，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沿袭，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

3、以古村落为代表的文化表现是高陵地区的特点

人文景观的文化内容主要是结合相对的地势特点所呈现

出带有地方内涵的景观。高陵地区泾渭分明不只是一个自然

奇观，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奇观。据当地人回忆，经泾渭分

明之地，历来是西北水陆交通的一个大枢纽。在泾水渭水沿

岸的古村落，也饱含地方特色，泾水与渭水的界限清晰，在

人文景观的欣赏当中，可以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状态，深刻感

知人文色彩。同时对于古村落的保护以及有效的传承，徘徊

泾渭沿岸的古村落的街头，触摸它的一砖一瓦，探索古村落

背后的故事，追溯将要逝去的记忆，与此同时重新打造和复原，

就会在西北之地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观光旅游基地，会成为

高陵地区的一个新的旅游增长点。

4、现代文化项目建设是区域建设的关键

现代项目的文化建设，最主要的就是要结合现有的文化

发展，依照高陵地区的地域特色，对各色的文化进行剖析，

将文化类别甄别整理归纳，根据文化遗产名录按照现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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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村落的文化保存，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和修复。同时可

以依托古村落的故事，恢复和建设特色化景点，结合地区特

色的体验活动，依托周边的故事，恢复和建设相关的观光景点。

同时开展系列的体验活动，如河运大商船的文化体验，河运

码头的再现，河运故事改编文化演出环节等。渔家生活的体

验等项目来增加居民收入。自此可看出在文化发展的演变中，

结合乡村发展。文化的传承依托科技经验，对文化素材的整理，

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以古村落为载体的口述史研究在文化记录方面的作用

1、满足真实性记录的要求

一般来讲，对于文化历史的记录往往是通过后人对历史

遗迹的探寻，结合文化发展效果，进行的文化体系的编纂。

通常以这种方式来记录几乎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为基

础所叙述下来的文字形式。比如梁村，在地方志里记载着梁

村共辖 3 个村民小组共 80 户 173 人，总面积 0.76 万亩，主

要经济收入依靠外出打工，近些年来以秦腔剧团表演为辅，

2017 年被公布为第三批传统古村落。而对于口述史来说，通

常是基于口述对象所经历的过程，按照自己的情感输出后的

内容，以自身的角度来还原事件本身，无论是文化传承或是

历史事件，若有口述的相关记录，那么，必然成为增加原有

事件的真实性的有力佐证。建立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进行文化

反哺，给记录内容增加了真实性的基础上，还是高陵地区人

民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是自我认同的价值感的具

象化的呈现。

2、反映文化发展的特征

口述史是依据采访对象的描述，从人类学、民族学、考

古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多角度为我们展现了高陵地区古村

落的发展过程，是文化输出的表现，同时也是解读文化内涵

的有效出口。口述史主要强调口述特征，往往是根据口述效果，

来判断文化口述的情况。口述的主体，往往也是历史前进过

程中的见证者，对于古村落的口述史研究中，不仅仅是口述

主体真情流露的表达，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具象表达。

纵然口述主体通常都带有地方特点和个人特色，但这并不妨

碍我们对于高陵地区古村落文化内涵的感同身受。比如，上

马渡村东边是吊鱼沟，西边是西樊沟，沟沿西上边是古城遗址-

樊家堡古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

差异，古村落上马渡村的风俗民情表述也各具特色。

3、体现情感共鸣的直接性

我们发现无论是对村落的描述还是历史事件的记录，都

是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留存，虽然有时地方志中对于历史事

件的记录更为翔实，却缺乏情感的表述，在了解的过程中，

风俗民情的思维特征、艺术主张、风格立场在层面衍生为一

种“刻板僵化”与“自觉拓展”之间的对立，从而使得阅读

者得不到有效信息和阅读体验。但高陵区风土民情的口述历

史记忆在泾河渭河各古村落之间承载着各自之间曾经共同的

历史经验，联系着古村落的历史与现在。在口述历史记忆背后，

真正参与高陵区风俗民情的不是族群成员个体，而是对情感

中族群身份的表达与理解。深入到当地古村落中，从最原始

的表述、最真实的体验。

4、体现叙述的直接性

对于口述史来说，以往的记录形式都是结合漫长历史长

河中所留存的残存的遗迹，比如《宋书·武帝纪下》记载：“床

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灯笼，又称灯彩，是一种古老

的中国传统工艺品。起源于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

笼，来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高陵灯笼便传承于此，追溯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高陵地区是一个 2300 余年的建县历史的地方。

在这里，人民传承着历史，一直有着挂花灯、送花灯的习俗。

高陵民间花灯纸扎就是花灯传承的一个象征，我们口述史所

采的易老先生 19 岁起随县城隍庙花灯纸扎老艺人董西武学习

花灯纸扎手艺，深得师傅真传，对于易老先生所传承的花灯

纸扎手工艺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通过对口述史的文化演进

研究，可以看出口述文化既能保证文化的真实性，与此同时

结合地方特点，立足在真情实感的方向，对素材进行归纳分析，

这也是口述史对历史不断渗透的效果，并承担着文化传承的

任务。

三、对古村落在口述史中的族群认知探究

1、提升族群认知是古村落口述史有效发展的关键

在这会发展的进程中，文化的建设一直都需要建立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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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的前提之下。

高陵地区的古村落绝大部分都位于泾河与渭河交汇处，

兼顾文学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视域，在明确文化建设的出路以

后，从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对当地古村落的文化认同会

进一步增强，甚至可以对后世的文化表达与发展趋势形成一

个多元的表现。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族群的发展是建立在国

家发展基础上，进行的群体化的表现。在高陵地区文化建设中，

以往的文化传递总是结合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字表述，进行

的文化传承。这些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叙述上，比如古村落中

的榆楚村当地老人安医生从柜子里拿出一首诗写到：

白家河、有寺院，千手观音千眼看，

中洞有个佛祖殿，座下二十四罗汉，

有大殿、有中殿，四大天王八宝殿，

进得山门你再看，哼哈二将门边站，

抬头再往里边看，八大金刚空中悬，

三十六根水磨柱，七十二个青石碑，

七十二个石香炉，七十二盏长明灯，

八卦悬钟千斤重，震动一声百里翁，

十三棵古槐不知岁，一株胡杨隋皇栽，

老婆泉、阳光泉，隋皇饮马在泉边，

石鸡石猴叫声连，石井一叫是雨天，

这些古景不虚言，隋皇古诗至今传。

这首顺口溜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遗迹的面貌，将一个小

庙的里外描绘得栩栩如生，再现了古村落地方地貌及风土民

情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可以使得当地文化带动其他文化的发

展，从而实现人文因素的风俗转换及具有民族、地域差异性

的美学价值建构，还可以实现不同地域人们相互交流的深度。

2、古村落的沿袭需要个体认知向族群认知方向迈进

基于高陵地区古村落的文化沿袭来说，想要跨地区、跨

地域的传播，可以先启迪高陵区古村落文化的文化自觉，高

陵区有诸多文化因素的参与，又有地貌自身规则与特性的立

体展开，更是其民族、地域文化自我表述与互动共生的审美

话语场。在融汇交织的多元文化条件下，高陵区风俗文化表

述是一种趋向于超民族性的呈现。在此之前，对于古村落的

文化记录，需要一定量的口述个体描绘，依据个体差异化表

述各自经历，将个体的自身力量转化为族群的认同，围绕族

群建设中心，以口述史传播理论解读高陵地区古村落民间文

化族群现象，打造具有高陵特色的审美文化族群形象。这既

是个体到群体的传播，同时也是族群认知不断完整的过程，

当群体化认知形成，将不易变更，传播的精准度和受众面扩大。

3、强化族群对于古村落的认知需要的途径

人类学研究应该注重当地人自己的理解，透过文化表层

符号从当地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理解文化的意义体系，民族

志的写作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而应该是一场具有地方性文

化意义体系与对当地人自己文化理解的基础上的深描。族群

通常情况下被认定为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仅仅

只能代表对特定区域的田野调查中和当地民众口述历史记忆

情境下的形态。这是片面的甚至是曲解了族群特征的样貌，

同时也是族群概念不明晰的表现。在族群认同的过程中，第

一要务是通过理解地方文化体系，以个体带动群体，基于当

地古村落的地域特点以及人文环境，以口述史的方式作为载

体，结合部分个体对当地文化内容的传播，将其有效地展现

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高陵区审美文化研究的对

象选择更加倾向于现象与背后族群精神的综合，古村落研究

具有更加鲜活的文化生成土壤，既有大量鲜明的文化现象支

撑，又具备一定深度的理性思索。

四、结语

以古村落为代表的高陵文化在发展中，其文化因生态、

文化心理、生存语境及民族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与其他

地区存在着诸多差异。满足族群的认知统一，以口述史的形式，

基于古村落的民间故事、歌谣、英雄史诗、神话传说等都是

当前高陵地区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构建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和地域文化特质的出口。将族群认知和文化传播结合在一起，

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文化沿袭的体系，实现以古村落为代表的

高陵地区文化传播。

本文为 2019 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高陵文化口述史

的族群认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JK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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