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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学者赵一东的研究，人有道地和不道地

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他说，道地的韩国

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会说韩语，能品出泡菜的

味道，会唱盘索里（韩国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在赵

氏看来，人的道地与不道地，也就是说一个人被一

种文化所“文”所“化”的程度到底深与不深，只要看

他对当地的文化亦即被当地道地的生活方式浸润

的程度就知道，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语言、日

常饮食、民间曲艺的熟悉与无条件自觉接受。以此

为标准，盘点中国人，就发现要找一个道地的中国

人很难，非一城一地所能涵盖——中国之大，非韩

国人所能知也。与韩国的小国（国土面积10万平方

公里）、寡民（单一民族）相比，中国的确称得上幅员

辽阔、地大物博。正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其著作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中所描述的

一样：“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

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形。但是仔细观察其内部和

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民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

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顺着韩国学者赵一东和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研究逻辑，考虑到韩国、日本

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情况，我们盘点中国人的道地

和不道地，就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因子的多元

化，绝对当得起“丰富”二字的所有内涵。

广东人——粤语、粤菜、粤剧。

北京人——北京话（儿话音很浓的普通话），豆

汁和涮羊肉，京剧和京韵大鼓。

东北人——东北话（自赵本山走红以来，东北

话什么味儿，地球人都知道），酸菜（自雪村的一句

“翠花，上酸菜”唱红以后，东北的酸菜跟着走红），

二人转。

河南人——河南话，烩面、胡辣汤，河南梆子

（豫剧）。

陕西人——关中话（周秦汉唐的官话，影响及

于陇右、关东），羊肉泡馍、肉夹馍，秦腔、眉户（道地

的秦音、秦韵，也因此古人把关中方言称为秦腔）。

内蒙古人——蒙古语，手把肉，长调。

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福建人……研究每个

地方的人，都会发现一些颇具个性的东西。

如果按照韩国赵一东先生关于构成道地的当

地人的三大要素来对甘肃及甘肃人进行一些考

察 ，我们会发现，甘肃更像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由竞

争的文化集市。

省会兰州，有兰州话，有牛肉面，兰州鼓子（一

种说唱艺术）。

陇东，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地貌则沟壑纵横，

物产则麦菽黍薯。陇东话其实就是陕西话的普及；

饮食与陕西关中同俗；地方戏称陇剧，一是好者少，

二则怎么听都有些陕西眉户戏的味道。

陇南，食则川辣蜀麻，植被则水稻、茶叶、柑橘、

橄榄油。陇南话（川陕话的混合）南部受四川影响

大，川味较浓；西、北受天水、关中影响，带有关中、

天水味道。饮食大致与语言分区吻合。民间戏曲

则受秦文化深刻影响，以秦腔为主。

陇中，被清人视为苦瘠甲天下之地，今定西市

全境，外加今白银市的会宁县。语言，与天水的秦

安、甘谷等似出一源，自有特色；饮食，最具特色者

为浆水面、浆水呱呱、浆水豆腐；民间戏曲以秦腔最

为流行。

再看河西五市。

武威人——武威话，有山西话的元素，自成一

家；饮食，以山药米拌面（武威人说的山药非中药之

山药，俗称洋芋，学名马铃薯；米则专指小米）为标

识，当然也有说“三套车”的，即茯茶、凉州酿皮、卤

肉饯（当地人读作“行”）面。两者相比，我个人更倾

向于山药米拌面，因为它历史更久远，也是只有道

地的武威人才能说得出的家常饮食。“三套车”的说

法，自然是借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苏联

歌曲《三套车》的名字。山药米拌面，通常有两种做

法：一是小米下锅待米粒开花之后加入切成块的洋

芋，待洋芋将熟未熟之际加入少量面粉、食盐，煮熟

即可食用，如果加入自制酸菜则更道地；二是将洋

芋切成细条或粒丁，将面擀成面张切条，小米下锅

煮至小米开花，将切好的洋芋条或丁和面条依次下

锅加盐煮熟即成，加入酸菜则更道地。面食为主，

亦有山西面食的元素。民间戏剧，大戏以秦腔、眉

户为正宗，地方曲艺以凉州孝贤为代表。

张掖人——说张掖话，吃张掖小饭、搓鱼子（张

掖人共认的当地饮食标识），地方曲艺有张掖宝卷。

酒泉人——说酒泉话，酸汤饺子、糊锅为饮食

标识，地方曲艺有酒泉宝卷。

嘉峪关人——酒泉钢铁集团职工和家属是本

市的主要居民，这里可以说是东北的飞地，语言、饮

食带有明显的东北和酒泉相互影响的味道。

金昌市的情况与嘉峪关市大致相同，都是因工

业成市，表现出五湖四海成一家的现象。

敦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是酒泉市下辖的一

个县级市，但是其影响力与河西其他五市难分伯

仲，而其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其他五市更加

显赫：从汉代起，它与武威、张掖、酒泉并称河西四

郡，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而其辖境内的

阳关、玉门关则是中原与西域的通关口岸。自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成为显学，文化影

响力蜚声海内外，而今每年一届的敦煌文博会，更

是甘肃和世界交往的大舞台。敦煌居民带有典型

的移民特征，因其历史上地广人稀，不同时期和不

同地方来的移民往往以乡或几个村落为单元居住，

他们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也保留了原籍的语言和习

惯，是学界研究方言的理想之地。

此外，位于甘肃省会兰州以南的临夏、甘南两

个民族自治州，受自身文化浸润，语言、饮食、音乐

有其自身的特质。例如临夏回族自治州：语言，河

州话；饮食，清真饮食；地方戏曲，河州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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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费大量的笔墨辨析文化和人的道地与

不道地，不是为辨析而辨析，也不是像辨析药材的

道地不道地一样，为了提升自身的价格、显示自身

的价值，而是为了充分认识生活于特定环境下的人

的文化底色，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也最大限度地

消除人与人交往的陌生感和隔膜，降低人际交往的

成本。研究表明，一个深受某种文化浸润的人，他

的行为方式会深深地打上那种文化的烙印，无论他

走过千山万水，无论他身处何处，他的行为都会自

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那种文化的底色。“洋装虽然穿

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

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

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这首歌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不仅是因为它自身旋律

的优美，更是因为它对文化认同的准确表达。

文化的单一性，因其单一，更具相近性，而更具

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时候，在原子相遇时，经化

学反应而结合成分子，这些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稳

定性。它们可能很大。一颗钻石那样的结晶体，可

以视为一个单一分子，其稳定程度是众所周知的，

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分子，因为它内部的原

子结构是无穷无尽地重复的。”

甘肃的居民，其文化特征，大致可以水系来划

分。白龙江流域，因毗邻四川，历史上更多的时间

里它们实际上是难分彼此的，不论语言、饮食及生

活习惯，都带有浓厚的川味；渭河及泾河流域，则是

典型的黄土高原农耕区，其语言以秦音秦声为主，

饮食及生活习惯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洮

河、大夏河流域是汉、藏、回交融区域，也是农耕文

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交汇区，历史上也是丝绸

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色自成一格；

陇中，现如今的定西、白银、兰州，正如渭、泾、洮、夏

最终汇入黄河一样，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有坐中望

四方的特征；河西五市，正如绿洲处处，文化特征也

呈块状、坨状分布，大致上说，石羊河、黑河、疏勒河

三条内陆河分割出三个大的方言区，而区内的语

言、饮食、生活习惯大统一小个性，细致区别则呈

坨、块状，很难一言以蔽之；而五市中的金昌、嘉峪

关，更是现代的文化飞地，其文化呈现天南海北的

局面。

因此我们说，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甘肃的

文化特征，而单一性恰恰是它缺乏的。道地，讲究

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天生缺乏道地的先

决条件。“甘肃人”的概念实际上是很模糊的，不像

东北人、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河南人、山东人、

四川人、湖南人那样有显著的人群特征，“甘肃人”

自己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往往具有更小、更具体的地

域性，如庆阳人、天水人、武都人、临夏人，就连河西

走廊，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具地方性，如武威人、张掖

人、酒泉人，甚至会有民乐人、民勤人、永昌人的区

别，而秦安人、甘谷人则是比天水人更有影响的更

具地域特征的人群。

甘肃这种普通存在的小块块、小坨坨式的地域

文化的认同意识，深刻影响着甘肃人的思维方式，

造就了甘肃境内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内敛、自

我欣赏。这种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有一种天然的

自我封闭的意识，但又因这种自我封闭的空间和体

量过小，缺乏自我独立生存的强大能力，很容易像

散沙一样被周边强势文化所吸引、影响。其优点在

于因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坚韧、刚强和强烈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善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其缺点在于容

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保守、固执、容易满足、盲

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感，缺乏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和担当，难以有大作为。

有研究指出，受同种文化浸润的人，生活态度、

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更趋于接近，更容易相互接近

和相互接纳；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其处

事、待人、价值判断都会有明显的差异，古人所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指

这种情况。与单一文化因子条件下生活的族群相

比，在不同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交流

时的成本会相对较高：首先是要相互了解彼此对事

物判断的同与不同，逐渐形成共识；其次，需要求同

存异，在大的格局下寻求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第

三，需要共同的规则来相互约束，以其为准做到相

互认同。

块块、坨坨式的区域文化认同，容易增加和其

他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的交往成本，容易形成自恋

式的思维，容易囿于小坨坨的利益，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形成有用则交

无用则忘、有用则聚无用则散、有利则近无利则远

的江湖气习。历史上的西域诸国就是这种块块、坨

坨模式的最典型的存在，从汉武帝通西域起，西域

诸国与汉与匈奴或者说与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部

族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汉强则依汉，其他部族强则

依其他部族，这种执贰观望的意识直到唐代彻底消

除了北方草原霸主突厥之后才得到根本改观。

深刻理解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对人的影响，

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在理解包容的基础

上凝聚共识，更加有利于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

与发展。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

的影响力，区域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区域的文

化自信。

其实，条条也罢，块块也好，只是大自然给予我

们生命的立足之处。盘古开天地，生于斯，长于斯，

是一个混沌的选择，并非完全由人自身做主。但生

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就像一个大舞台，如何把握舞

台的边界、如何表演，则是生活在其上的人们自身

的问题。无法选择出身，但可以选择自身的作为。

因此我们说，条条与块块，单一与多元，发达与落

后，都只是生活在其上的人自身留下的痕迹。不论

是条条、块块还是坨坨，文化都是人们在此生活并

对自身命运把握的结果。认识自我，因时而作，应

机而动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囿于条条、坨坨、块

块的思维习惯，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若能准确地

认识自身的不足与弱点，因势利导，变过去的封闭

和自足的固执为改变自己的毅力，变坨坨、块块自

身较强的聚合力为改变现状的内生力，利用现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变自己区域文化为“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上的特色区块，变传统为特色，在当

下五光十色的海洋里独树一帜，不失为一种适时而

变的选择。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强烈需要

有担当和作为的时代精神的时代。甘肃人需要适

应这个时代变化，自觉适应时代变革，自觉参与社

会变革，发挥自身条、块结合重要节点的独特优势，

提振固有的坚韧与刚强，提振文化自信，激发血性，

努力改变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远落后于他人的状

况，为自己正名，以予人以更多的期待。（全文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

陈泽奎陈泽奎

甘肃武威人，兰州大学历史学硕士，编审。曾任甘肃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第二编辑室主任，读者杂志社社

长、总编辑，读者出版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读者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获评甘肃省十佳优秀

出版工作者，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甘肃省333人才工程

学术带头人第一、二层次人才，甘肃省文化系统领军人

才，新闻出版总署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甘肃省改革开放30

年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陈泽奎

CHEN ZE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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