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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
慧，是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园地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在中华
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传统文化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精神纤夫，牵引着历史航船破浪前行。中国传统文
化纷繁复杂。它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指经过改造了的自然
存在物；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规范化了的经济、政治、教育
等各种制度、体制和方式；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心理
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尚、宗教信仰、民族习性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但有许多文化因子具有着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直
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历史发展的“价值客体”。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尊重历史、珍视文化、继承发展
、综合创新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开掘中华传统文
化这一丰富的宝藏。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
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得山来，勇敢
地投入生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汲来中国传统文化这渠活水，它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学习和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它能给勇
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它能给懦弱者以坚强，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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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文化的角度看，民间风俗作为源远流长、相对稳定、影响广泛的社会习尚，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
创造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因而成为特定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民族性、地
域性、传承性，在民俗中均有生动的体现。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丰富，各种为风，各
自为俗，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要完整、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民间风
俗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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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春节，是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农历正月初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
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灶祭，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的历史
悠久，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元前两干多年的一天，
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把这一天当做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春节在不同
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在先秦时叫“元日”、“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称为“三
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
”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
叫“元旦”或“元日”。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改用世界通用公历。并
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夕，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
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
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俗称阴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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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中国文化·民俗卷(全彩)》：从文化的角度看，民间风俗作为源远流长、相对稳定、影响广泛
的社会习尚，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创造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因而成为特定民族文化的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在民俗中均有生动的体现。中国历史悠久，民族
众多，地域文化丰富，各自为风，各自为俗，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要完整、全面、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文化，必须对民间风俗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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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知道传统民俗，就看这本
2、通过图文了解中国民俗发展，彩色版的看起来轻松
3、正版书，内容丰富，值得拥有
4、喜欢中国文化
5、43-47 重阳
6、普及知识，必读
7、那些历史记忆和特有文化令人难忘
8、一般，适合科普不适合学术
9、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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