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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风情地图》

前言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和行为)
，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传承的民间社会生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俗风情，不同的民俗风情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样的特色体现在各地居
民的节日、婚恋、礼节、饮食、建筑服饰、民间喜好和禁忌等民俗风情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这《
中国民俗风情地图》主要从“风俗特色”、“节日民俗”、“婚恋民俗”、“礼节风俗”、“饮食风
俗”、“建筑风情”、“服饰风情”和“喜好与禁忌”等几个方面来介绍当地的民俗风情。我国传统
节日甚多，但最主要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习俗是构成民族特色的要素，反映着
本民族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民族文化的特有风貌和丰富内涵。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也
过汉族的节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节日，而且节日民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男婚女嫁乃人生之重要
环节，婚姻的缔结历来被视为“正家”之始，终身大事。因此，有关婚姻礼俗自然也就备受关注。我
国是个礼仪之邦，崇尚礼节。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热情好客，崇尚礼节，待人接物，
讲究礼貌，也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饮食习俗，包括居家饮食习俗、节日饮食习俗、待客饮食习俗、
饮食礼俗等。各民族饮食习俗的交流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独特食俗常因地区和民
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形成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饮食习俗。民居建筑。建筑是一种文化，代表
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的具体写实，有强烈地表现性；民居，就像人的服饰。服饰，是文明的产
物，而建筑是文明的“服饰”。一个文明的民族和社会，总会把它的精神凝结在它最坚固也是最庞大
的创造物——建筑之上的。所以说，民居，是一道永远的风景，值得观赏。服饰和衣着穿戴，它不仅
仅是一个民族的标志，除了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外，还有审美、研究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的价值，而
且还是一个民旃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和相关的制作工艺及艺术趣味
，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绚丽多彩的独特服饰，构成了一座独特、美丽的五彩“花廊”。每个地区，每个
民族都有自己的喜好和禁忌，在语言行动上，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禁忌称为忌讳，是由于对某
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错施。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
致惩罚，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
术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禁忌
的事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今天的观点来
看，有的禁忌是合理的，有的禁忌则是不合理的，应该摒弃的。以上说明性文字，在每章相应部分不
再出现，免赘述之嫌。同时由于篇幅所限，《中国民俗风情地图》每部分也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突出
特色。该详则详，该略则略，大凡人们都知道的就不再赘述。比如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等
“官邸”都没有纳入编者视野。如果想了解细情况，请按照《中国民俗风情地图》所示，亲自去体验
当地的民族风情，想必感受更深。各章节的说明行文字，统一在第一章详细说明，后面的内容，如果
没有必要，就不再说明，以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56个民族56朵花”，55个少数民族则以当
地固有民族(如青海的土族和撒拉族)以及居住在当地人数较多的加以介绍，如侗族，贵州有，湖南也
有，但居住在贵州的侗族人口较多，在介绍侗族的民俗风情时，就放在西南卷。其他类似的民族民俗
也按此处理，希望不要由此引起大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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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风情地图》主要内容：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
习的传承性事象，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传承的民间社会生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民俗风情地图》介绍的民俗，虽然每部分不是面面俱到，但特色突出，请按照《
中国民俗风情地图》所示，亲自去体验当地的民族民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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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的北京虽然过春节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但在风俗上仍保存了老北京的很多特色。当然了，要说
春节真正过得有滋味，还是老北京的风俗更好。我们在这里，也主要介绍老北京怎样过春节，今天的
北京春节很多东西已经全国一体，甚至全球化了，年味儿淡了，地方特色也少了。老北京的春节从除
夕开始。旧历腊月三十为除夕，俗称大年三十儿。人们送旧迎新的主要庆典都集中在这一天，因此，
这是最隆重、最热闹的一天。早晨姑娘戴花，晚间全家迎神，守岁为父母增寿，五更发压岁钱红包。
这一天，为了点缀年景，营造新春“纳福迎祥”的气氛，从早晨起，人们就都梳妆打扮整齐。女人们
都戴上象征吉庆有余的绒花、绢花，门前贴上红色春联、门心，词句因户而异。有的还要贴上红绿“
挂钱儿”(一种剪纸工艺品)，窗户的玻璃上贴上窗花。室内贴上“一人新年，福在眼前，合家欢乐，
人口平安”之类的春条和福字。有祠堂的一律将宗亲三代的主牌亮开，先人有画像的一律要悬挂起来
。没有祠堂和主牌的也要临时设位，供几个装有花红纸钱的包裹。三十儿晚间至大年初一凌晨，诸神
下界考查人间善恶。因此，院内须设“天地桌”，上设五供，焚香秉烛，以求过往神灵在新的一年里
赐福。晚间，天刚一擦黑，就有小孩挨家挨户送“财神爷”(纸像)。上边印着“增福财神”字样，正
中印一戴纱帽的财神像。一般人都为取个吉利，以高于成本的几倍之价接进财神像。正厅设八仙桌，
挂上红绣片的桌围子，摆上香炉、蜡扦，插上红蜡。蜡扦下边还分别压着黄钱、元宝、千章，谓之“
敬神钱粮”。除夕的晚宴谓之“团圆饭”。家里的成员要齐，菜饭要丰富，让人有充实感，预示来年
生活美满。因为这顿饭是对年菜的首次品尝，可以荤素一齐上。进入子时后，即可接神。晚辈给家里
的长辈叩首拜年守岁接神，叩头拜年。后半夜谓之“守岁”，有珍惜年华之意。年轻的守岁是为年事
已高的父母长辈增福延寿。接神，事先把香菇、木耳、黄花、炸货、胡萝卜、白菜等剁碎、拌好素馅
，包成饺子。接神时，供桌上只供三碗，每碗五个饺子。饺子端上来之后，马上燃点香烛，宣告接神
仪式开始。接神仪式由最高长辈主持。首先查好宪书，元旦之日的喜神、财神、福神以及阳贵、阴贵
诸神方位，然后，主祭人才正式举着高香到院里向各个方位依次叩首，表示接请。礼毕，举香回到堂
上，插人香炉，再三叩首。全家按尊卑长幼依次三叩首，肃立十分钟后。香烛欲尽，于是主祭人领全
家再依次三叩首，礼毕，即请香根，将神像及黄钱、元宝、千章一并请下，拿到院中早已准备好的钱
粮盆里与松木枝、芝麻秸一起焚化，同时，燃放鞭炮。礼成后，全家在焚化现场互道“新禧”。随后
，长辈们坐在堂上，接受晚辈们的拜年，均行三叩首礼。礼毕，照例由长辈们给晚辈们一些“压岁钱
”。拜年后，全家聚在一起吃顿素馅的接神饺子，也叫五更饺子。饺子里放一个小铜钱，谓吃到铜钱
者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至此，除夕的庆典活动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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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风情地图》主要从"风俗特色"、"节日民俗"、"婚恋民俗"、"礼节风俗"、"饮食风俗"、"建筑
风情"、"服饰风情"和"喜好与禁忌"等几个方面来介绍当地的民俗风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
民俗风情，不同的民俗风情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样的特色体现在各地居民的节日、婚恋、礼节、饮
食、建筑服饰、民间喜好和禁忌等民俗风情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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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空洞,也不贴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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