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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前言

中华乃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礼仪文明，源远流长。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旦以道德为核心制礼作乐，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从此，礼成为国家典制，礼仪成
为对人性合理的制约。我国资深学者指出，礼仪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行为方式的重要体现，是亿万中
国人的尊严，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讲究内外兼修，不仅要求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而且内
心要有鲜明的德行。千百年来，凡贤良有识之士，都能自觉用传统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使自己的行
为不出格。同时，又能加强道德修养，以嘉言懿行良操美德，打造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从而，也丰
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礼仪。农村礼俗是中华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结晶。
虽然十里乡俗各有不同，但礼仪内涵大体一致。为弘扬礼仪文明，服务农民朋友，笔者曾于1994年结
合晋南民俗，参照传统礼仪，编辑《农村实用礼俗·对联》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Page 2



《农村实用礼俗》

内容概要

《农村实用礼俗》讲农村礼俗是中华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结晶。虽然十
里乡俗各有不同，但礼仪内涵大体一致。为弘扬礼仪文明，服务农民朋友，笔者曾于1994年结合晋南
民俗，参照传统礼仪，编辑《农村实用礼俗·对联》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来，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礼仪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农村飞速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迫
切要求农村礼仪改革与时俱进。有鉴于此，笔者本着移风易俗、方便实用的原则，在原书中择其要者
进行修改、充实，并根据农村当前急需，新著《农村实用礼俗》一书，希望这本实用性的工具书，在
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朋友能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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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作者简介

任罗乐，1945年1月生，山西河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原任河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山西
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诗词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运城市楹联学会副会
长、河津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农村实用礼俗·对联》、《乐乐诗联》、《陋室文集》、《怎样作
谐讽联》、《河津民俗文化》、《老君庙览胜》；主编《中共河津县组织史资料》、《中国对联集成
·河津卷》、《卜子夏西河业绩》、《樊村任氏东户族谱》、《樊村任氏西户族谱》、《司马迁故里
考辨》、《漫谈高禖庙》、《先贤卜子夏》、《历代名人咏河津》；参编《河津县志》、《禹凿龙门
河津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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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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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寿幛选辑(六)祝寿词选录四、生育礼仪(一)得喜(二)洗礼(三)报喜(四)走月(五)满月(六)吃喜(七)取名(
八)剃发五、对联知识(一)对联基本概念(二)对联的基本格律(三)对联的书写与张贴(四)对联举例(五)农
村实用对联的价值(六)自编春联选录(七)通用春联选辑(八)旧时春联选辑(九)古今行业专用联选辑六、
新居门匾(一)新居门匾注意事项(二)新居门匾用词参考七、乡规民约(一)制定村规民约注意事项(二)实
用村规民约选录八、立碑铭文(一)常用碑类(二)实用碑文选录九、庆典礼仪(一)会场布置(二)奠基(三)
讲话(四)剪彩(五)祭祖(六)旧俗(七)庆典仪式举例(八)清明节祭文选录十、会宴座次(一)会议主席台座
次(二)宴席座次(三)宴席座次原则十一、题词赠言(一)自题(二)为尊长题(三)为后学题(四)为同仁题(五)
为英雄题(六)为景物题(七)为单位题(八)为书籍题(九)题词要领(十)题词选录十二、节日礼俗(一)传统
节日习俗(二)现代节日习俗十三、礼俗常识(一)称呼知识(二)年龄的别称(三)结婚周年名称(四)月令(
五)季令(六)节令(七)清代官职品级(八)清代命妇封号(九)清代文职封赠(十)清代武职封赠(十
一)2009-2018年历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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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章节摘录

插图：十二、节日礼俗“节日”是与“平日”相对而言的，是自然的岁时与人文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民间传统节日，是以岁时为基础、具有特定内涵的欢庆日、纪念日或集会日。民间传统节日是民间自
发的遵循和继承的一种活动，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传统节日习俗1．春节（1）春节的由来
我们平常所说的年，就是春节。春节，顾名辞义，就是春天的节序。相传我国古代就有“腊祭”，“
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其实这就是过年的早期仪式。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都以夏历元旦，即正
月初一为“春节”。在夏周时，把年叫“岁”，取岁星运行一次之意。岁星即木星，木星在黄道带里
每年经过一宫，就叫一岁，也就是一年。（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叫黄道，我们眼睛
所看到的天球上的大圆周叫周天，古代把周天分为365．25°，太阳每天移动1°，现在周天分为360°
，周天30°为一宫，即360°的十二分之一。）年还有个讲法，就是“五谷丰收”的意思，五谷大熟即
为大有年。民间还传说，年是一种猛兽，每年腊月月尽出来骚扰百姓，百姓知道年怕红色，就在家门
口张贴红色春联，借以驱年。实际上，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旧历年、阴历年、农历年，它的特点是
以月定年，从正月初一开始，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个月，一年为12个月，分24个节气，大致每15天为
一节。而阳历年即公历年则不同，它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和月的盈亏及节气变化无关。阴历
年和阳历年的纪年方法也不一样，阴历年用天干地支相配来表示，有的前边加上朝代年号，比如，甲
午战争发生在1894年，用阴历纪年则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或“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1911年辛亥
革命以后，不再冠朝代年号，直接以天干地支相配纪年，比如1944年即称“甲申年”。新中国成立后
，采用公元纪年，即阳历纪年法，以耶稣诞生年为公元元年，2004年猴年即是公元2004．年，即阴历
“甲申年”。我们平常谈到岁数时，往往用的是阴阳合纪，即生年用公历，生月生日用阴历，比如：
公元200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生，2004年用公历，正月初一用阴历，对照阳历，应是公元2004年1月22日
，我们提倡用阳历纪年纪月纪日。（2）春节习俗大家都喜欢过春节，可以说，春节是一年四季最大
最重要的节日，因而也叫过大年。人们忙碌了整整一年，在年关以多种习俗表达丰收的喜悦，反映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体现对美好前景的祈盼和祝福。一家人欢聚一堂，团团圆圆，饱享天伦之
乐，盼望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合家安康，万事如意，这就是过大年的真正含意和乐趣。虽然十里乡
俗不同，但过大年的风俗却大同小异，尽管一些旧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而多数风俗则是健康文明有
益的，是广大人民生活和愿望的真实写照。过小年。腊月二十三称过小年，从这一天开始，到正月十
六闹元宵结束，这二十多天，实际上都是过年的范畴。按照旧风俗，腊月二十三送神上天，到正月初
一子时接神回宫。过去，由于生产力落后，文化不发达，科技水平低，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解释不通，就归结为神的作用，认为神主宰人们的命运。于是，家家户户供奉灶神、财神、门神、
土地神、天地神、马王神等等，俗称玉皇大帝是天王爷，这些神也称灶王爷、财神爷、门神爷、土地
爷、天地爷、马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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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后记

《农村实用礼俗》即将修订出版，笔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
的鼎力支持，特别是李广洁、贾娟等领导和同仁的热情鼓励与宝贵建议，给笔者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为使本书内容充实，曾参考有关方面的书籍和方家的论述，笔者对各位方家
和书作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发生错误和纰漏，敬请农民朋友和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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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实用礼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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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礼俗》

精彩短评

1、其实这本书是给媳妇爸爸买的，我还真没看过，也没听爸爸说怎么样！
2、很实用，但太简单，有拼凑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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