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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公共课系列教材：中国文化概论》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文化概述；中国传统思维；中国伦
理道德；中国传统民俗；中国礼仪文化；中国神秘文化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概述  第一节  文化的基本属性  第二节  中国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
发展历程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五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二章  中国传统思维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第二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势与不足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革新
第三章  中国伦理道德  第一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第二节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
第四章  中国传统民俗  第一节  中国民俗概况  第二节  民俗在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分类  第三节  中国民俗
的特点  第四节  中国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第五章  中国礼仪文化  第一节  衣食住行的礼仪  第二节  婚丧
嫁娶的礼仪  第三节  少数民族的生活礼仪第六章  中国神秘文化  第一节  神秘文化概说  第二节  《周易
》占筮第七章  中国古代宗教  第一节  中国宗教发展简况  第二节  儒教  第三节  道教  第四节  佛教  第五
节  民间信仰第八章  中国古代休闲文化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休闲文化概说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休闲观念  
第三节  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特点第九章  中国语言文字  第一节  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节  汉字与
中国传统文化第十章  中国古代教育  第一节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的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第三节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学术  第一节  先秦诸子  第二节  两
汉经学  第三节  魏晋玄学  第四节  宋明理学  第五节  古代兵法第十二章  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节  先秦文
学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三节  隋唐五代文学  第四节  宋元文学  第五节  明清文学  第六节  近
代文学  第七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艺术  第一节  音乐与戏曲  第二节  书法与
国画  第三节  舞蹈与雕塑第十四章  中国古代史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渊源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古
代史学的巨大成就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第十五章  中国古代科技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
伟大成就  第二节  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反思第十六章  中国古代建筑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文脉
与人文意蕴  第二节  中国园林文化  第三节  中国古桥文化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  第一节  中国古
代交通文化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第二节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第三节  中国古代交通
文化的巅峰与继续延伸中的转机第十八章  中国饮食文化  第一节  饮食结构与烹饪技艺  第二节  茶文化
与酒文化  第三节  中国古代饮食观念第十九章  中国服饰文化  第一节  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  第二节  中
国传统服饰的变迁  第三节  中国服饰文化的制度形态  第四节  民族民间服饰文化第二十章  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节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论争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论>>

章节摘录

　　第二节 民俗在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分类　　一、民俗在文化中的地位　　民俗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形
态，是传统文化的基础。
民俗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体现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
、历史传统、社会意识，使各民族得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民俗是历史的积淀，它可以世代传袭，反复出现，形成稳定的民俗事象。
民俗作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规范，还是政治、法律之外控制社会的重要因素。
　　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与文化大系统发生关系的同时，又和文化大系统下的许多子系
统发生关系，其中和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关系最为密切。
文学描写有许多民俗的反映，民间文学的民俗背景尤其强烈，许多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民俗事象的记载
。
为此，一些民俗学家认为，民间文学具有文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身份。
民俗和历史学也有互相交织的情况，一方面，各种生活民俗、生产民俗、文艺民俗大大丰富了历史的
记载；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也促进了民俗的发展。
民俗还和社会学有着重重联系，在西方，民俗学是和社会学同时兴起的，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十分相像。
民俗和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使民俗学成为与这三门学科互相交叉的边缘学科。
民俗和文化大系统下的政治、哲学，科技等子系统也有联系。
中国民俗对于“天”的崇拜意识，被涂上忠君的政治色彩；中国民俗中的阴阳五行意识，是哲学的重
要概念；中国民俗崇拜的黄帝、鲁班、华佗等历史名人，是舟车、木匠、医药等科技门类的行业神。
由于民俗与众多文化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有着相互关联，它被看成是文化大系统与其具体门类的子系
统联系的中介。
但同时，民俗本身又是文化大系统所属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民俗在文化系统中具有双重身份。
　　一、民俗的分类　　民俗在文化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民俗的内容是非常驳杂的，有必要将其分门
别类，以理顺脉络。
下面是中国民俗的大致类型：　　物质民俗是指与物质的生产、消费、流通各环节有关的民俗。
包括农耕民俗、畜牧民俗、渔猎民俗、手工业民俗、商业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行
旅民俗等。
　　社会民俗是指社会群体的结合和交往产生的民俗。
包括人生礼仪民俗、姓名称谓民俗、岁时节令民俗、社会结构民俗、游艺民俗等。
　　意识民俗是指以信仰为核心的民俗。
包括原始信仰、宗教信仰、生产和生活禁忌等。
　　这些民俗类型有各自的划分界限，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民俗事象是综合表现的，如中国的春
节是一个综合性的民族节日，从民俗的划分来说属于岁时节令民俗。
春节的活动丰富多彩，有写春联、剪窗花、挂年画、贴福字、放爆竹、吃年夜饭、守岁、送贺年片、
拜年、给压岁钱、祭天祀祖、迎接财神等。
其中和饮食民俗、游艺民俗、信仰民俗等有诸多关联。
又如，农耕民俗与农时农事相关，农民的劳作需不违农时，按照节气进行安排；许多民族在大的农事
活动，如春播、秋收等季节有固定的祭祀、庆典等仪式。
以此看来，农耕民俗与岁时节令民俗和信仰民俗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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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概论》由邓天杰主编，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选修课教材，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交通、文字、建筑、宗教、民俗、礼仪以及服饰文化、神秘文化、科技文化、休闲文化等，内容广博
而深入浅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流程，其体例和内容较之传统的古代文化类教
材而言，内容更加明晰而切近，教材定位靠近内容产业和文化产业开发，对学生具有较大的启示和拓
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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