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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内容涉及汉字的历史渊源、演变发展、组合规律、自身特点和变异现象，
书籍的不同形态、装帧变迁、类别版面、存藏佚亡及整理注释，书院、科举的兴废，太学、选举的演
变，古代职官体系，华夏姓氏知识，名与字的关系，谥号、庙号、尊号、年号的含义，避讳禁忌，书
法的历史、体式、临摹、创作和鉴赏，行政区划的基本概念与沿革变迁，天文历法知识，丧葬婚姻习
俗，陶瓷造型、文饰，货币的特点、演变，饮食的形态、流派，神州名茶的种类和饮茶习俗，服饰的
特征、类别，官场饰物及其象征意义，住居的社会伦理、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等。
其中，既有基本知识的介绍，又有主要概念的阐释；既有文化演变的概述，又有文化内涵的揭示，注
重普及、实用，力求扼要、简明。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可作为大学素质教育教材使用，也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汉字文化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第二节  汉字的演变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第四节  汉字的变异第
二章  书籍文化  第一节  书籍的不同形态  第二节  书籍装帧的演变  第三节  书籍分类及版面  第四节  书
籍的散失佚亡  第五节  书籍的整理注释  第六节  古代典籍的存藏  第七节  开启典籍的钥匙第三章  太学
与书院  第一节  太学  第二节  书院第四章  选举科举  第一节  选举的演变  第二节  科举的兴废第五章  职
官文化  第一节  官制演变  第二节  历代武官  第三节  监官谏官  第四节  地方长官  第五节  爵、勋、品、
阶第六章  姓氏名号  第一节  姓氏的区别  第二节  姓氏的由来  第三节  名与字  第四节  别号和尊称  第五
节  谥号、庙号、尊号、年号  第六节  避讳第七章  天文历法  第一节  天文知识  第二节  历法知识第八章
 地舆文化  第一节  地舆文化中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行政区划的沿革和演变第九章  货币文化  第一节  先
秦货币  第二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货币  第三节  唐宋货币  第四节  元明货币  第五节  清代货币第十章  陶
瓷文化  第一节  陶器文化  第二节  瓷器文化第十一章  住居文化  第一节  居室的不同形态  第二节  住居
的地理环境  第三节  住居的经济环境  第四节  住居的社会伦理  第五节  住居的文化心理  第六节  住居的
风俗习惯第十二章  服饰文化  第一节  服饰特征  第二节  服饰形态  第三节  民族服饰  第四节  官场饰物
第十三章  食文化  第一节  食之演变  第二节  食之形态  第三节  食之流派  第四节  食之礼俗第十四章  茶
文化  第一节  茶史茶道  第二节  茶礼茶俗  第三节  茶类茶水  第四节  神州名茶第十五章  婚俗文化  第一
节  汉族传统婚俗  第二节  少数民族婚姻礼俗第十六章  丧葬文化  第一节  汉族传统丧葬礼俗  第二节  少
数民族丧葬礼俗第十七章  书法文化  第一节  书法史话  第二节  书法体式  第三节  书法临摹  第四节  书
法创作  第五节  书法理论  第六节  书法鉴赏参考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

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节  少数民族婚姻礼俗　　一、回族婚俗　　回族的婚姻，过去一般按媒妁之言，由父
母做主办理。
现在青年男女在介绍人引荐下，可以直接接触，经过了解，情投意合时，结成美满婚姻，但还保留着
昔日风俗。
回族的婚姻，一般要经历提亲(落话)、订婚、送大礼、择定吉日、举行婚礼等过程。
　　(一)提亲　　在西北农村回族青年男女一到成婚年龄，男青年及其父母和亲属首先在较大范围内
物色理想的回族姑娘。
如果男青年自己相到意中人，便暗示或直接透露给长辈，若无异议，就请媒人去姑娘家说媒，姑娘的
父母认为合适，便征询女儿的意见，或由其嫂子或姐姐征求本人意见，同时也征求直系亲属意见。
当姑娘同意这门亲事时，往往则以微笑、点头或言称让“父母做主”等方式表示回答；若不同意，则
用讥讽对方的话语或表示永不出嫁等方式以示拒绝。
当女方家如果同意时，便通知媒人转告男方家，商定时间接受“落话礼”。
“落话礼”即提亲或称“送订茶”，是男方家通过媒人去女方家正式求婚的一种方式。
通常由媒人携“四色礼”(茶叶、冰糖、罐头或果品、糕点等)去女方家正式求婚，女方家同意便接受
“落话礼”，并约定订婚日期。
否则，拒收此礼。
　　(二)订婚　　订婚，有的地方称“提大礼”，即由男方给女方及其直属族亲、姑舅、兄妹等送“
四色礼”。
有的折合现金代替，金额有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还要给女方父母送衣料和羊肉等，女方家设宴款待
媒人和有关亲属。
此后，男女双方(特别在城市)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相互了解，加深感情。
　　(三)送大礼　　当男女两家认为送大礼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由男家托媒人去女家商定日子。
“大礼”除“四色礼”外其品类及数量依地而异，各不相同，并由媒人疏通，视男方经济条件而定。
一般有各种款式的高档衣料、皮鞋、皮靴、戒指、耳环、手表和化妆品等。
送大礼时，男女双方都设宴款待媒人及有关亲属。
借此公开婚约，促使双方恪守约言。
　　从订婚至举行婚礼的这段时间，每年春冬两季，男方家要向女方“送春衣”和“送冬衣”(亦称送
鞋面)。
届时，由未来的婆母亲自送往女方家，一般送衣料、皮鞋、毛线、化妆品和象征形的鞋面等。
在订婚后的第一个“尔德节”(开斋节)，未婚夫随其父去女方家认亲，向岳父母说“色俩目”，即按
宗教礼仪请安。
过去，这也是未来新娘和其亲友在婚前相识女婿的唯一机会。
告别时，岳母还要给女婿送一套衣服(或布料)作为见面礼。
　　(四)完婚　　当结婚的条件具备，男方委托媒人与女方商定举行婚礼的具体日子，婚期决定后，
女方家的亲属都轮流邀请即将做新娘的姑娘到自己家做客。
举行婚礼的前一日，男方家要委托媒人去女方家商定“折箱钱”(即象征性的妆奁钱)，同时给新娘送
去结婚衣物。
现在，一般在婚礼举行前要到有关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结婚之日，亲友乡邻带着贺礼去男、女两家祝贺。
娶亲前，男方家备彩车往女方家迎亲，请阿訇举行念“尼卡哈”的宗教仪式，并由双方长辈当众评定
新郎付给新娘的聘金，阿语称“卡比尼”，今后无论何时，丈夫一定要交给妻子本人。
念完“尼卡哈”，阿訇便将两家带来的核桃和红枣分散给前来贺喜的双方亲朋，以示婚约告成，祝愿
新郎、新娘生活美满，白头偕老。
　　新娘被接到男方家后，喜宴正式开始。
婚礼到了高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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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庆贺婚礼的男方宾客，要“戏耍”新郎的父、母、舅、姑、兄、嫂等直系亲属，给他们抹黑脸、
穿奇服，当众逗笑，以增加喜庆的气氛。
　　结婚之日，男女双方家中不仅接待迎送新娘的亲戚，而且还要宴请亲朋好友、街坊邻舍以至同村
之人(有的地方在头一天举行)，贺喜者大都赠送礼品。
当晚，亲朋、邻舍青年要闹新房。
次日晨新娘梳洗打扮，名日“上头”，表示已成婚，并由姐妹(伴娘)相陪，向公婆、叔伯母、兄嫂、
亲邻逐人致谢，名日“拜亲”。
所拜者，都要给新娘赠送喜钱。
第四日新娘下厨房，做长面，邀请有关亲属吃“试刀面”，这实际上是让新娘熟悉锅灶和考察新娘做
饭技术，同时也是对帮忙亲朋的致谢。
　　回族聚住特点为大分散、小聚居，各地婚俗不尽相向。
　　二、藏族婚俗　　藏族在新中国成立前一般通行封建等级婚。
在此前提下，青年男女在婚前的社交比较自由，但婚姻仍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其中特别是上层家庭对
子女婚配选择要求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藏族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多了，但仍保持了以前的一些传统习惯。
姑娘到十七八岁时就由父母给她行“上头”礼，表明她已达到成人年龄，可以自由恋爱，选择称心如
意的伴侣。
当找到意中人后，仍按习惯由男方通过亲朋好友向女家提婚。
提婚时，男方送给女方一条哈达，带上两瓶酒，若女家接收哈达，启开瓶盖喝酒，表明应允这门亲事
；若不接受礼物，则表示婚事不成。
当婚事确定后，再选择吉日完婚。
结婚的前一天，男方家要给女方家送去一套漂亮的藏服或优质新式服装，以及手镯、戒指等装饰品，
以应新娘过门时打扮穿用，有的地方也送现金彩礼，但数额不多。
结婚时亲戚邻里都来庆贺，主人备酒肉款待，一般不摆筵席，但十分热闹。
由于配偶选择比较自由，因而婚姻比较稳定，夫妇反目而离婚者不多见。
若离婚，子女主要归女方抚养。
　　藏区的很多地方，入赘较盛行，入赘者不受歧视，经济上和家庭原有成员一律平等，有同样的财
产继承权。
有些地方尚存在抢婚遗俗，这是由于青年男女相爱，女方父母不同意，于是发生男方央约亲朋到女家
抢亲。
抢婚成功后，男方即带重礼去女方家赔情认亲，女家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承认这门亲事。
不过，这种婚俗现在已越来越少见了。
　　三、蒙古族婚俗　　蒙古族传统的婚姻一般要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结合，现在多为自由恋
爱，但婚姻亦须双方家长同意，才好履行结婚礼节。
蒙古族相习成俗的婚娶礼仪，包括说亲、订亲、送聘礼、迎娶、婚礼等，颇具特色，饶有风趣。
　　(一)说亲　　父母或自己物色好对象后，请一位有威望并善于辞令的长者，带一瓶酒、一条“哈
达”去女家说亲。
到后说明来意并献上“哈达”，接着互相敬酒。
若女家同意，共喝客人带去的酒，否则，用自己的酒敬客人。
当客人带回空酒瓶时，表明婚事已成，男女双方准备定亲。
　　(二)定亲　　蒙古族的定亲仪式相当隆重，先由男方家请喇嘛选好吉日，通报女方家。
到时候说亲人领着男方家长及其亲友，带上“哈达”、鲜奶、奶酒及全羊去女方家。
女方家亦备酒肉迎候，由长辈出面盛情接待。
代表长辈的多为舅父，有时是父亲。
定亲仪式开始时，提亲人将涂有胶水的“哈达”在祝词时敬献女方家长。
给“哈达”涂胶水，是表示男女青年如胶似漆，永不分离的意思。
祝词一般为说明来意、赞颂爱情、撮合婚姻及感谢双亲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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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男女双方客主互相敬酒，开怀畅饮，歌唱庆幸。
尽情一天之后，男方被盛情欢送，策马而归。
　　(三)送聘礼　　聘礼仪式在婚前进行，聘礼多寡，约定成俗。
新中国成立前，因无聘礼不能成婚或因送聘礼倾家荡产者亦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聘礼多系给姑娘本人，结婚时全部带回婆家，同时女家也给娘姑以妆奁相送。
　　现在流行送“祖苏礼”代替聘礼。
“祖苏”是蒙语的“粘胶”或“胶水”，以象征男女如胶似漆、白头偕老。
“祖苏礼”除一片粘胶，一条哈达，还有多种食品配成的“祖苏宴”，一般包括4种食品的求婚礼，6
种食品的商议礼和12种食品的“祖苏”礼。
实际各项食品重复搭配，多为自产的肉食品和奶食品。
　　(四)迎婚礼　　待到婚娶时，婚礼更为隆重。
迎娶前一天天刚亮，男家簇拥新郎，带上各种食品去女家送宴，女家亦设盛宴。
宴毕，举行新娘束发仪式，伴娘唱着《束发歌》，把新娘多辫的少女发梳整为6条发辫的“新娘发”
，佩戴首饰和羔皮镶边的圆锥形黑缎帽，穿马蹄袖小斜襟袍，外罩蓝缎连衣裙，复套四开裆坎肩裙，
足蹬高筒牛皮靴，然后佩带各种服饰。
这时梳妆一新的新娘、新郎一起同大家见面，举行挂彩(赠礼品)仪式，亲朋好友依次将礼品馈赠新人
，边赠边歌，祝福婚姻美满。
新人一一答谢。
日落之时，新郎及客人返家。
　　翌日，预先在娶亲路上设3处“午地”(休息地)。
一早娶亲人出发，这次新郎不与同行，只在离家最近一处“午地”待迎新娘。
　　新娘登程时把娶亲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
临行之前，女方一伙青少年将蒙古包团团围住不予放行，先对歌问答，再让男方赠礼品，女方“刁难
”取乐，并不执意阻拦，男方推推搡搡，“硬性”启程。
　　迎娶途中一路纵马奔驰，嬉戏追逐至第一处“午地”。
新娘一到，早在这里等待迎接的人，在其脚前偷偷撒下驱赶“邪气”的“荫恩”(炒面和碎肉)，拔腿
就逃，自己反似邪气的替身。
送亲者立即有人追奔而去，若被捉住，则要“痛打”取乐。
新娘稍事休息后进入第二“午地”，由等待的喇嘛给其“摸顶”祝福，诵经迎接。
然后引导新娘和在第三“午地”与新郎会面，一起行天地仪式：二人面向太阳跪下，共举一羊股骨，
以示心心相印，坚贞不渝，三次叩首，禀告上苍知晓见证，然后二人转身互拜。
接着大家簇拥着进入新房，行压禁、祭火等礼节。
最后拜见公婆，由婆母转交“勺把”，让儿媳从此操作家务。
所有这些仪式，尽管是某一处的婚俗但都穿插着祝词进行。
除主持“礼宾”的祝词人外，双亲、主婚、伴郎及来宾都祝词咏唱。
其词亦问亦答，一咏百应，委婉悦耳，优美动听，充满了浓厚的神奇色彩和浪漫气息。
　　婚后第二天，新人答谢款待亲友，亲友给他们举行贺新房(蒙古包)仪式和“撤帐”仪式——撤去
给新娘举行婚礼时遮阳光的幕帐。
其时新娘再次改梳发型，即把六条新娘发辫改为两条辫的已婚妇女发型。
新娘则以主妇身份招待客人，双方家长宣布分给新人的牲畜、财产，以资他们独立生活。
　　现在，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婚俗已经消失，自由恋爱和新式婚礼普遍流行。
即是沿袭旧俗的地方，也较过去简单多了。
　　P3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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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变迁、类别版面、存藏佚亡及整理注释，书院、科举的兴废，太学、选举的演变，古代职官体系
，华夏姓氏知识，名与字的关系，谥号、庙号、尊号、年号的含义，避讳禁忌，书法的历史、体式、
临摹、创作和鉴赏，行政区划的基本概念与沿革变迁，天文历法知识，丧葬婚姻习俗，陶瓷造型、文
饰，货币的特点、演变，饮食的形态、流派，神州名茶的种类和饮茶习俗，服饰的特征、类别，官场
饰物及其象征意义，住居的社会伦理、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等。
其中，既有基本知识的介绍，又有主要概念的阐释；既有文化演变的概述，又有文化内涵的揭示，注
重普及、实用，力求扼要、简明。
　　本书可作为大学素质教育教材使用，也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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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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