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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民间丧葬文书比较论析宁夏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民间丧葬文书比较论析

李博

摘要：西海固与银北地区虽同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但两地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受各种因素影响

仍有较大差异。同样的祭祀对象，侧重点不同；同样的哀祭文体，风格不同；同样的祈祷祀

告，范畴不一。就差异产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三点：一是生活环境，有所不同；二是地域

文化，差异明显；三是思想观念，断然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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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在其《兰亭集序》中对生死问题发出如是慨叹。诚

然，“死，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归宿或终结，是人类无法回避、无法解脱、无法超越的现实问题。”［1］

人生在世，俯仰之间，春秋代序，变幻难寻。正是由于古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敬畏、对灵魂不死的笃信

与执着，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丧葬习俗。伴随着丧葬习俗活动而产生的丧葬文书不

仅是悼念逝者的情感表达，更是这一丧葬活动最为直接的文字记录。宁夏自古便为各民族交融地带，

文化底蕴深厚，汉族传统葬祭文化影响深远，而西海固和银北地区尤甚，两地区大量民间丧葬文书的

存留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那么，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有无异同呢？异同之处何在？

产生异同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是值得深入探究思考的。因研究需要，课题组所收录之丧葬文

书皆为1949年之后创作，与封建迷信相关之阴阳符咒不在研究范围之列。本文试就西海固与银北地区

之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做一比较论析，以期能对宁夏地方民俗文化研究有所裨益。疏漏自知难免，尚祈

方家宽仁赐教。

一、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民间丧葬文书存留现状对比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含西吉等六县区与甘肃省接壤。银北地区位于宁夏北部，含惠农区等

四县区隔黄河与内蒙古相望。由于两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同的地理环

境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两地区虽然地理环境各异，但是对于“慎终追远”的传统葬祭文化

均有很好地继承与发展。课题组先后走访多地，深入农户，收集到各类丧葬文书二百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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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存留情况，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两地区汉

族民间丧葬文书的现状做一对比分析。

第一，从保存形式和留存数量上来看，两地区可谓各有千秋。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多以

手抄本形式藏于民间祭祀文化传承人（当地谓之“礼宾”）或阴阳先生之手。银北地区的丧葬文书则

多见于各地公墓或专门从事丧葬服务的殡葬公司。就留存数量来说，两地区之丧葬文书很难立见高

下，然经过对比可以发现，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祭文的类型更为多样化，各类丧葬文体更为丰富，有

祭文、碑文墓志、丧事对联、丧葬礼仪规程等数种丧葬文书，笔者曾有专文研探西海固民间丧葬文书

分类、文学特性及其价值意义［2］，兹不赘述。而银北地区常见丧葬文书则有碑文墓志、祭文、悼词、

答谢词等几类，且多见之于银北各地殡仪馆，据此可以看出银北地区之丧葬文书更具现代化，而西海

固地区之丧葬文书则更为传统。

第二，从丧葬文书的撰写者及整理情况来看，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撰写者多为地方贤

达或为民间祭祀传承人，丧葬文书的“创作形式以自创或传抄前辈作品为主，传抄作品在应用时，根

据其（逝者）具体情况，加以修改。”［3］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撰写者多为逝者亲属或由专门

从事殡葬行业的人员代写。值得注意的是，银北地区部分丧葬文书有明显的参考网络范文的痕迹，而

这一情况在西海固地区丧葬文书中则十分鲜见。就两地区民间丧葬文书的整理情况来看，西海固地区

民间丧葬文书多为手抄本，而银北地区的丧葬文书则多为电子文档或打印稿。两地区丧葬文书均无专

人整理校对，单从丧葬文书保存角度来看，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电子化保存形态是有一定优

势的。

第三，从受众情况及未来的发展空间来看，西海固地区汉族民众多为当地原住民，他们对于传统

的葬祭活动十分重视，每逢丧事，便要请礼宾及阴阳先生执事操典，“慎终追远”理念渗透在每一位

西海固汉族民众的心中。相比于西海固地区，银北地区所属的石嘴山市及银川市贺兰县为“人口迁移

型”城市，五十年代为支援宁夏建设，银北地区接收了大批援宁干部、工人。“十二五”期间，又有

数万人口从宁夏南部迁移至银北地区生产生活。各地区人口的汇聚，各地区不同民俗文化的碰撞，使

得银北地区的丧葬礼俗逐渐走向现代化。就发展空间而言，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多由耄耋老

者撰写，青年人不愿从事此类行业，故而出现断代现象，亟需专人进行搜集整理，汇编出版，其意义

至少有两点：一是抢救性保存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二是为后续撰写者提供参考范文模板。

由于银北地区丧葬文书逐渐趋于电子化、网络化，故而其整理难度相对较低。

二、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民间丧葬文书内容之异同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六盘山与贺兰山分居宁夏南北两端，两山相隔近四百公里，孕育出的文化

习俗自然有所不同。对比阅读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可以发现，两地区丧葬文书虽有共

性可言，但仍有明显的差异，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异同点可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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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侧重

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都是为逝者所撰，都是在丧葬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字记录或

表达，所以说，二者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致的。然详细翻检丧葬文书不难发现，两地区民间丧葬文书内

容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侧重于回顾以往的苦难生活，而银北地区之丧

葬文书则侧重于记录逝者生前功业建树。玆略举几例以示区别：“家父幼年丧母，备受忧患……旋以

文革风云，遂归隐田园。时家境困窘，生计维艰。府君披星戴月，克俭耕作。弱男幼女，待哺嗷嗷。

家父含辛茹苦，劬劳抚育，教子义方。”（《王建林墓志》）“家父处世，律己节谨，宽逊仁和。为人

师表，桃李竞秀。生七男儿女，劬抚艰怆。六十年代，自然灾害。藜苋粃糠，喘生饥肠。稚子幼女，

待哺嗷嗷。今世昌平，家道裕康。”（《杨作祯墓志》）上述两篇墓志均提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海固

地区之困窘生活，家境贫寒，靠食藜苋粃糠饱腹，苦不堪言。再如这篇祭母文章，一字一句，无不在

诉说衷肠。

想母辞世已五年，哀恸何堪言！抚育之恩毫未报，儿心未了然。仅借五周叙情端，纸短难尽言。

聊具一文话简，情长无边难沿。念母在生苦无边，抚养儿女独担。二十世纪七十年，几次饥馑相连。

饥无食兮难渡寒，无衣苦熬煎。惆怅终日心悬口，从无一时笑开颜。且幸时入八十年，包产家境稍

宽。渴望母寿添鹤年，胡天不恤归泉。空遗几杖在堂前，触目岂不伤惨。今值五周纪念天，亲邻悼奠

谱前。留的正献儿承担，束侑跪陈几筵。儿抱恨兮终天，母不吐兮源源。（《祭母文》）

七十年代，饥馑相连，无衣无食，艰难度日，读之不免令人凄怆。在丧葬类文书中，大篇幅回忆

以往苦难生活其作用有二点：一是缅怀逝者，对逝者生前经历的寒酸饥馑生活予以同情；二是警示后

辈，对于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应当倍加珍惜。相比于西海固地区，银北地区的丧葬文书则侧重于

对逝者生前功业建树的书写，有多篇墓志甚至是个人简介式的职务介绍。

刘玉田，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西关战役童子镇战斗中

立三等功。一九五四年到宁夏历任陶乐县粮食局局长、公安厅劳改二大队指导员、石灰井矿务局总库

副科长、西北煤机一厂农场厂长、居委会主任等职务，一九八一年离休。（《刘玉田墓志》）

张连科，山东乐陵人，生于一九二零年，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在鲁东地区英勇抗击日寇，多次建功，先后

任中国青年救国会会长等职务。一九四二年因叛徒告密，被日伪军杀害，光荣就义，以志记载。

（《张连科墓志》）

银北地区丧葬文书中极少有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生活的回忆，除上文所举两例外，在其他如

祭文、悼词等丧葬文书中，多有叙及逝者生前参与银北地区工业建设等事宜，两地区丧葬文书侧重点

有所不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时所生活的环境，后文详细论列差异之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二）同样的文体，不同的风格

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之文体大类相同，同样是哀祭文体，但两地区的风格却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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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多为四言韵文，注重化用用典，有古代祭文之风范。然银北地区

之丧葬文书基本使用现代汉语，墓志祭文大都不重声韵，较为随意。玆略举两例，以示区别。

庚申地震，人口残半。我父我叔，裕后先前。我辈昆仲，驽钝不堪。加之连厄，祚衰流连。虽在

攻读，中道俎残。三十年代，盗贼蜂飞。中日战乱，避兵迯役。田园荒芜，怎读圣贤。代至解放，法

网羁绊。子孙年大，鲜攻校邑……近几年来，稍有食穿。子孙儿郎，尽在学园。后继可希，远景他

年。今日公墙，外望异日。兰室生香，心有攀仙。折桂人是，樗栎散材。先祖有灵，多赐福泽。金展

待臄，龙门点额。我弟一载，辞世祭期。谨备牲酒，聊表丹诚。先祖有灵，来格欣欣。伏惟尚享。

（李震甲《祀先文》）

已故李震甲先生之《祀先文》为祭奠祖先之文，全文均为四言韵文，或连押声韵，或隔句押韵，

读之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再如西海固地区民间祭文中有用典者如一《祭父文》言曰：“彭祖颜渊，

终究于仙。数耶命耶，嗟呼何伤”，此处用彭祖颜渊寿命长短差异来强调人之寿命在天，不必自我伤

感。类似于此类用典化用者还有诸多例子，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西海固地区之丧葬文书有古代

哀祭文书之风范，但银北地区之丧葬文书大部分已突破格式限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四言韵文，这是

时代发展的要求，亦是未来丧葬文书的发展方向。

慈父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山东曲阜，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相依为命。五八年响应国家支边号召，

辗转千里驻足宁夏。作为一名井下掘进工，足迹遍布石炭井、白芨沟。他一生工作勤恳，把毕生精力

献给了煤矿事业……怀念慈父！祈愿慈父早登极乐！愿慈父九泉有灵，祐家振业旺，福禄齐芳！呜呼

哀哉！号泣祭奠，难诉衷肠！（《祭父文》）

“怀念慈父！祈愿慈父早登极乐！愿慈父九泉有灵，祐家振业旺，福禄齐芳！呜呼哀哉！号泣祭

奠，难诉衷肠！”这些悼祭话语不追求声韵的严格，不追求形式的整齐，却是儿女发自内心的祈祷与

祝愿。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除部分墓志铭外均不注重声韵，且句式均为杂言，与西海固地区以

四言韵文为主的丧葬文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从形式上来看更为严谨，

也从侧面衬托出当地祭祀活动的庄严性与神圣性。银北地区之丧葬文书打破传统丧葬文书的书写桎

梏，自由式书写的哀祭文书更有利于情感地表达，而不是拘泥于声韵、齐言等外在形式。

（三）同样的悼祭，不同的范畴

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所蕴含的情感是相同的，都是祭奠、悼念亲友的血泪之作，

但是西海固地区丧葬文书的祀祭范围更为广泛，其功利性与实用性更强。在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

文书中出现了《祭道文》《告墓文》《招魂文》《祀祭后土文》《侑食文》《题椁文》等多种专门用于丧

葬活动的哀祭文书，这类用于丧葬场合的文章在银北地区则十分鲜见。

《礼记▪曲礼》有言：“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祭事不

言凶，公庭不言妇女。”［4］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对丧葬礼俗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区分。在西海固地

区，亡人去世之后，一般要停尸于堂屋（西北称“上房”）中堂之后，地上置以木板、麦草，停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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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称之为落草，停尸时间一般为三天。逝者头顶位置还要点油灯一盏，三天三夜不得熄灭，名之曰

“孤魂长明灯”。如果去世时间为夏季，还要“凉尸”，以防尸体腐烂。凉尸方法一般是将砖头用冷水

浸透，置于亡者腹部，三天内要不断更换湿砖，以保证尸体冰凉。停放尸体完毕，便要请阴阳先生为

逝者“围灵”，即布置灵堂。堂前摆放长桌一张，桌上供奉家族族谱及逝者牌位，牌位内容一般为：

“故显考（妣）某府君（儒人）某某之灵位”。香表祭品，皆陈桌上，以供亲友吊唁祭拜。在此期间，

孝眷要赶制孝服，孝服的穿戴一般按照辈分加以区别，长子长孙为重孝，身穿白布孝衣，头戴白色孝

帽，手执丧棒。“丧棒是把白纸剪成锯齿形，糊粘在一根木棒上。”［5］ 116停尸祭奠期间，孝眷均要拄丧

棒哭丧，待亡人下葬之后，丧棒埋于坟头。停尸完毕，便要张贴讣告，当代俗称“告牌”。告牌由阴

阳先生撰写，其内容包括逝者生前简介和其后代子孙名姓，后世子孙越多则意味着逝者家族人丁兴

旺，逝者归去安然。告牌一般以白纸书写，贴于长木板之上，立于大门外侧。告牌相当于古代行状，

但其内容要比行状简洁，在出示告牌之时，还要诵读祭文一篇，名曰《出状文》，诵读之后，在门外

跪拜焚烧化。在此三天内，每日早晨要将告牌送出门外，晚上迎回家中。早晚迎送之时，长子手执

“引魂幡”，带领孝眷迎送告牌，孝眷均要齐声举哀，以示痛失亲人之情。晚上迎接告牌之时，还要焚

烧“旋门纸”，所谓旋门纸，共烧三次，第一次在家门口焚烧，第二次在稍远处路旁焚烧，第三次则

在坟前焚烧。这种逐烧渐远的祭奠仪式，传达出来的是亲友们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与不舍。

至于亡者棺木，一般是由木匠在逝者家中三天赶制而成，这与南方某些地区在逝者生前便做好棺

木，置于家中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棺木制成之后，在棺木表面还要彩绘图案，一般为祥云图案，这

集中体现了当地汉族民众的图腾崇拜。在棺木正前方，还要书写“故显考（妣）某府君（儒人）某某

之柩位”，在提写灵位之时，还要诵祭文一篇，名之曰“题椁文”，摘录部分《题椁文》内容如下：

东方木德星君之神前曰：椁称予棺，自古为然。为尽人心，非图美观。地成人造，其质甚坚。安

而居之，永享千年。伏惟，尚飨！

《题椁文》之目的在于告知亡人，后辈儿孙为其准备的棺椁质地坚实，逝者可安而居之，永享千

年。无论是《出状文》，还是此处提及的《题椁文》，这些丧事祭文的出现，都是应当地丧葬仪式的需

要而逐渐产生并保留至今的。银北地区的丧葬仪式没有西海固地区如此繁琐，其丧葬文书亦只有祭

文、墓志、悼词等几类，文书的功能性、实用性较之西海固地区便显得单薄了。“祭祀祖先的仪式，

是活着的家族成员对亡故祖先表示敬畏、怀念之情的最重要的礼仪。人们怀着无比诚敬的心情参拜祖

先，仿佛祖先真的临降于尸的身上，倾听子孙的忠告，观察子孙的举止。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子孙

也感受到祖先的神威，从而把对祖先的敬畏之心，转化为对传统道德的尊奉，把道德的自我完善，作

为对祖先繁育之恩的最好报答。”［6］可以说，在西海固地区，人们将丧葬文书利用到了极致，不同丧

葬场合均有与之对应的哀祭文书，这无不体现着人们对逝者的敬畏与怀念。

三、西海固与银北地区民间丧葬文书差异之成因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迁入型地区，古代宁夏的汉族主要是从内地迁徙而来的。由于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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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自然环境，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等诸方面的原因，加之受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宁夏境内各

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有所不同，有的繁文缛节，有的简约质朴。”［7］（《宁夏通志》）有当地学者曾就宁

夏生态移民民俗文化的变迁做过详细调查：“与婚姻同样重要的是丧葬习俗。调查显示，64.4% 的被

调查者认为丧葬习俗在原居地和现居地‘有变化，但不大’。”［8］上文我们从三个层面论述了西海固与

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异同之处，下面就异同产生的原因做一详细分析：

（一）生活环境，有所不同

“根据自然特点和传统习惯，一般把宁夏分为北部川区和南部的山区两大部分。北部的平原地带

是宁夏的最低处，属黄河冲积和贺兰山冲积平原，大部分地势平坦，可得黄河灌溉之利……南部山区

地带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南高北低，茆塬密布，水土流失严重。”［5］ 3宁夏南北两部地形差异较

大，北部川区为平原地区，适宜农业生产，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煤矿开采，使得这里迅速发展成

为宁夏首屈一指的工业型城市。而南部山区由于气候干旱少雨，加之以往植被破坏，使得这里水土流

失严重，土壤贫瘠。在西海固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中之所以侧重叙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苦难生

活，是因为这段苦难生活在心中永远留下了伤痕，且久久不能忘记。回忆苦难不单单是难以释怀，丧

葬文书中的苦难书写也是对后辈儿孙们的一种警醒。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西海固

地区已经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曾被联合国相关组织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今俨然已

经变成了青山绿水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石嘴山市丰富煤炭资源的开发开采，银北地区逐渐走上了城市化建设的道

路。在银北地区的丧葬文书中多有叙及逝者生前功业建树，且大多与煤炭事业相关。正是由于两地区

民众所生活的环境迥异，使得反映在丧葬文书中内容便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丧葬文书，相信其他类

的文学作品同样会受到当地生活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

（二）地域文化，差异明显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的不同，使得西海固与银北地区的地域文化差异明显，这些差异则表现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两地区汉族丧葬习俗的不同，使得应用在丧葬过程中的文书也差异明显。西海固地区

汉族民间丧葬文书较为传统，各种丧葬礼俗保留得较为完整，而银北地区的丧葬习俗逐渐趋于简单

化，丧葬文书则渐趋自由化。据《固原民俗》相关介绍：

固原地处祖国西北，是中原门户，秦陇锁钥，又紧邻少数民族部落，特殊地理位置，经常处在战

争状况，使得民性尚武，民风豪爽，任侠勇武。因“迫近戎狄”，在文化习俗上提供了和少数民族融

合的机遇，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相互交融，使民俗反映出特定的地域性。［9］

“由于历史时期部分偏远山区是未完全纳入地方政府管辖的编外之地，民族交融作为社会整合的

深层表现，有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10］西海固地区自古文化底蕴深厚，在习俗上又同少数民族有所

融合，而且由于其深处山区，自身具有封闭性，使得这里的丧葬习俗保留的较为完整。长期以来，西

海固地区的民众主要依靠农业、畜牧业维持生计。而处在银北地区的石嘴山市则完全不同。石嘴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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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典型的工业型移民城市，20世纪六十年代，数以万计的青年职工从全国各地来到宁夏石嘴山。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大举投资并成建制地搬迁大中型企业，大批建设者汇聚到了石嘴山

市。到2017年，石嘴山市人口已经突破80万人。在石嘴山有一座五湖四海纪念碑，它纪念的正是自

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建设者们。“五湖四海，自强不息”是石嘴山精神的内核，各地区群众汇聚石嘴

山必然会对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产生影响，而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一些传统的民俗礼仪则被

不断的遗弃，现行的民俗礼仪包括丧葬礼仪都是各地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宁夏回族自治区面积仅有

6.64 万平方千米，其南北两端的民俗文化便已有较大差异，若与其他外省市地区比较，差异必然

更大。

（三）思想观念，断然有异

西海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自身的封闭性，境内多山，沟壑纵横，不便与外界沟通交流，且

难以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定居此地。银北地区北接内蒙古，且有20世纪支宁建设人员和“十二五”规划

期间的移民汇聚此地，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改造，使得银北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更为开放，而西海固

地区则显得十分保守。因此，一些传统的丧葬习俗与丧葬文书才得以在西海固地区保留。“移民城市

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现代化；移民的现代化则是移民在思想、观念、情感、意

志、能力、习惯、风尚方面等向现代普遍而深刻的变化。移民城市的现代化建立在移民现代化的基础

上。移民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的现代化，是移民城市现代化的关键。”［11］不难发现，移民定居石嘴山

的群众，他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在逐渐发生变化，即使变化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这种变化是存在的。从银北地区的丧葬礼仪趋于简单化、丧葬文书趋于自由化均可以看出该地区

民众的思想观念已逐步现代化。而西海固地区仍然恪守传统的丧葬礼仪，逢丧事亦撰写各种多样化的

丧葬文书，与银北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 语
虽然西海固与银北地区之丧葬文书因生活环境、地域文化、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存有

差异，但是两地区丧葬文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略的。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一书云：

“丧葬习俗是中国孝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主要包括居丧、墓葬、祭祀等方面的风俗礼仪，它反

映着不同民族、地区的伦理道德、宗教观念和亲族、家族意识”［12］。以此言之，丧葬文书中的内容不

仅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材料，供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之用。同时，撰写诵读丧葬文书这一活动本身还有

宣扬孝道，团结族群之效用。那么，如何有效保护西海固和银北地区的丧葬文书？换言之，西海固与

银北地区汉族民间丧葬文书的保存路径有哪些呢？本文试就该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移风易俗剔除糟粕，倡导时代祭祀风尚。石嘴山市文明祭祀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坚

持教育引导，疏堵结合，源头管理的原则。引导群众采取文明环保祭祀方式、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全

市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做移风易俗，文明祭祀的引领者、践行者，带头进行

文明祭祀。”［13］固原市也多次下发《文明祭祀倡议书》，要求民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提倡鲜花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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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祭奠、撰写文章、鞠躬默哀等健康、文明、节俭、环保的现代祭祀方式。鼓励两地区民众摒弃陋

习、移风易俗，提倡大家通过撰写哀祭文表达哀思。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民众撰写哀祭文的积极

性，对于民间丧葬文书无疑是一种保护与补充。二、培植祭祀传承新人，赓续中华传统美德。“社会

在改变，社会观念应该改变，沉淀已久的思维方式应该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应该改变，这就是我们很

早提倡的移风易俗。”［9］ 2赓续中华传统祭祀美德，首先要做的便是培植祭祀传承新人，由青年人参与

或主持传统家族祭祀，撰写丧葬文书。不仅能够使得整个家族更具凝聚力、向心力，还能够培养青年

一代的宗族归属感、民族认同感。三、抢救整理丧葬文书，结集汇编出版丛书。各县市要紧密联系高

校，依托科研项目支持，抢救性整理民间丧葬文书，如果能够校对出版相关成果，则善莫大焉。经过

校对整理的民间丧葬文书，其价值不言而喻。结集出版的民间丧葬文书汇编一方面为民间人士撰写丧

葬文书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相关学者了解和研究宁夏汉族丧葬习俗提供一手科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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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lk Funeral Documents in Xihaigu and Yinbei 

Regions of Ningxia

 Bo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Xihaigu and Yinbei regions both belong to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the folk funeral document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ff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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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factors. The same ritual object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the same mourning style exhibi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ame prayers and sacrifices encompass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are threefold: first, the living environments are different; second, there are distinct regi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rd,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vary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Xihaigu;Yinbei Region;Funer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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