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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的本质乃是培养健全的人。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先生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
人格”。就这一意义而言，本然的教育即应该是通识教育。当今的大学教育正面临着社会的种种挑战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大学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
，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
才。通识教育顺应了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本科阶段越来越注
重基本素养的教育，强调给予学生开阔的视野和宽泛的基础。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
的动力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通识教育势在
必行。通识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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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文化》会帮助大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理解祖国各地的民间风俗，还能使当代大
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陶冶情操，增加文化底蕴。为了让大学生更系统地、深刻地了解中国民俗
文化，编者们编写了《中国民俗文化》，作为大学生学习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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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丧仪中，丧服标志着亲族关系的远近，也关系到死者遗产的继承问题。因此，着何种丧服常常
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二）灵魂不死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人分为灵与肉两个层面，并认为
两者本为一体，共生共亡。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一直把两者分而视之，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在，它只
不过是脱离开人的肉体去别处活动而已。所以，人们筑坟时要在坟头留有出口，以供死者灵魂出入。
活人要为死者的灵魂准备阴间用品，这便是各种各样的陪葬。此后，每年的忌日、清明、鬼节、中秋
、除夕等特殊时段，还要对死者亡灵的生活给予某些特殊关照，为死者烧纸摆供，给死者留足在阴间
的花销。阴历十月一日天寒前还要为死者送寒衣，使其在阴问免遭风寒。从汉代起，人们把幻想中的
摇钱树引入陪葬品名录，为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源。总之，葬礼中丰富多彩的丧葬习俗，大
多是围绕着死者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展开的。（三）祭死祝生观念应该说，“人死如灯灭”是现
代人的观念。而在古代，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一直认为人死是可以复生的。他们视死如生，把死亡看
作是新一轮生命的开始，死亡即意味着再生。佛教在此基础上，提出“轮回转世”说，将这一思想发
挥到了极致。最早将这一观念付诸实践的是产生于魏晋时期的堪舆家。他们深信选择一个好的墓穴，
便可以使死者的灵魂轻而易举地获得再生。他们提出的堪舆术，实际上便是围绕着灵魂再生这样一个
主题展开的。因此，能否为死者选到一个满意的墓地——再生的母体，便意味着死者能否获得再生的
机会，这对于死者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阴宅选址原则与阳宅差不多，都强调背山依水，藏风聚
气，都要求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它们的唯一区别便是表述方式的不同。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
一块墓地更像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坟墓后面的“靠山”是女人的躯干，左青龙右白虎这两座护山是
女人的双腿，而墓穴处正是女阴的位置。人们相信，将亡者葬在这里，亡者的灵魂自然会魂归母体，
获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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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文化》：通识教育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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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比较简单，文字过多
2、好书,值的看,,
3、我喜欢民俗的东西，通过它你能领略到风土人情，还能看到一个民族或村落的兴衰，但有些太抽
象，看得很累。
4、价格有点贵了，书挺薄的，不过内容还不错
5、让我们留念记忆，把祖先留下的那些光彩夺目的历史痕迹，完美的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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