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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一样，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两部分构成的。由历史上的文物古迹和现代物质文化创新而构成的物质文化，是读者大众所熟悉
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哪些文化形态呢？2005年12月22口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 42号）作了如下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
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问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相关的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口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中胪列了在项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
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归纳起
来，简单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以民众（一定群体）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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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内容概要

《中国风俗》内容简介：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民俗事象可谓包罗万象。民俗学领域早就对这些
林林种种的民俗事象做了学科分类。《中国风俗》所要介绍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范畴下的中国民俗，在分类问题上，只是根据名录中的部分民俗事象大致划分，与民俗学界对民俗的
既有分类略有不同。在表述风格上，熔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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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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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章节摘录

插图：这最后一句“猪肉饺子管你造”的“造”是东北方言的记音，意指“吃”，又不同于一般的吃
，可以理解为“不必斯文着讲究吃相，尽管敞开了吃”；“管你造”就是要“随你吃个够”。小时候
在东北老家，每逢腊八前后，常常听小叔子、小姑子们这样念叨着笑谑大嫂，我们小孩子听多了，记
牢了，不管眼前有无大嫂，闲着，玩着，都会随口念叨出这些顺口溜来。在以“猪肉饺子”为上等美
味的年月，只因为“年”的到来，就不仅仅拘泥于偶尔解解馋层面上的浅尝辄止，还完全不限量地“
管你造”。对于那个年代里终年为温饱生活奔忙的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实实惠惠的享受与满足。
当然，被安抚“别馋”的“你”，随时都可以顺口换成大嫂之外能轻松对话、无冒犯之嫌的任何合身
份之人；对说者和所有听者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指日可待的先期安慰。这期待从腊八开始，因为“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是进入年期的一个临界点。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汉代的《风俗通义·祀
典》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先祖也。”就是说，腊是指用打猎得来的野兽做供品以
祭祀先祖的行为。腊祭是我国古代的岁终大祭，曾作为朝廷大礼盛行，官民同庆。在年末岁尾之时，
陈设祭品，以感谢自然神灵和先祖等一年来的恩典佑护，并祈求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人
寿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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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后记

2007年夏，承蒙刘锡诚先生邀约，我有幸加入他主编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丛书》作者队
伍，撰写其中的《中国风俗》一书。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民俗事象可谓包罗万象。民俗学领域
早就对这些林林种种的民俗事象做了学科分类。本书所要介绍的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范畴下的中国民俗，在分类问题上，只是根据名录中的部分民俗事象大致划分，与民俗学界对民
俗的既有分类略有不同。在表述风格上，为践行主编熔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的要求，我力求能够准
确传达知识，同时又尝试着将民间文学中一些风趣且朗朗上口的歌谣、顺口溜、谜语等作品穿插其中
，以期增强可读性。搜集、整理资料直至写作，无疑会有些辛苦，这本在预料之中；真正让我犯难的
是那些看似顺口能溜出来的顺口溜之类作品，常常是写作思路都理清了，就等着找一个契合的歌谣等
短小作品来开篇，却偏偏被这“短小”给卡住！茅塞久不开！于是放下写作这一念，闭目回顾看过听
过或小时候念叨过的儿歌，一一过滤，多于心中默读，偶尔也念念有声。还会顺带着想起与儿歌相伴
的童年游戏！这样的回想当然开心！山重水复一番后，总能选中一则，进入写作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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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编辑推荐

《中国风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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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

精彩短评

1、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好的一本书，推荐大家购买！
2、写的有点无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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