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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俗乃历史产物，乡间习俗，皆有渊源，一事一物，俱关文化，故能知古今风俗，即知中国一切。
中国传统民风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
    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
所造成的行为规范之不同称为“俗”。
风俗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
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
    风俗包罗万象，大的方面来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
具体说来，凡生产、贸易、居住、饮食、器物、服饰、娱乐、婚嫁、丧葬、祭祀、礼仪、岁时节令、
语言等，上导之为风，下行之为俗，形成习惯，世代传承，是为风俗。
风俗有其贯通古今、遍及全国之共性，又有其时代、地域与民族之特点。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俗因地而异。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风俗有很大的不同。
    就拿节日风俗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比如春节，古人称元日、元旦、元正、新春、新正等。
中国的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另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
事有关。
春节这一天的主要民俗活动是在除夕夜吃年夜饭、祭祀和守岁。
正月初一、初二和初三是大年三天，也要祭祀供奉。
这三天，除了做饭，一般不做其他工作，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要拜访至亲和尊贵的亲戚。
从初一到十五，各地还举行庙会、社火、乡戏等活动，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也多有不同。
    春节时，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放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
贺喜、压岁给红包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再如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元夕节、上元节、灯节。
节日里有吃元宵、观花灯、耍社火、猜灯谜等习俗。
除吃元宵外，各地还有许多不同的饮食习俗。
陕西人吃“元宵茶”，即在面汤里放进各种蔬菜和水果；河南洛阳、灵宝一带吃枣糕；云南昆明人多
吃豆面团。
    婚姻上，过去汉族青年的婚事多由父母包办，大都是父母从小就给订了婚，有的还指腹为婚，即孩
子还未出生，双方父母就为他们确立婚姻关系。
订婚前要请媒人到女家去求婚。
订婚时，由男方给女方一些财物作“订礼”，结婚时女方也要带给男家很多财物，叫“陪嫁”。
举行婚礼那天，新郎要坐上礼车或花轿，到女家去“迎亲”，礼车或花轿前边有乐队。
新娘被迎进男家后，要参拜天地和父母。
礼毕，新婚夫妻人洞房。
这时男家设宴款待前来贺喜的亲朋。
有的地方还有闹洞房、听壁脚的习惯。
    风俗还具有民族性、多样性的特点。
    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敬献“哈达”是藏族对客人最普遍、最隆重的礼节，献的哈达越长越宽，表示的礼节也越隆重。
对尊者、长辈，献哈达的时候要双手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把哈达捧到座前。
对平辈，只要把哈达送到对方手里或手腕上就行；对晚辈或下属，就系在他们脖子上。
如果不鞠躬或用单手送，都是不礼貌的。
接受哈达的人最好做和献哈达的人一样的姿势，并表示谢意。
    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爱穿滚边长袍，头上戴帽或缠布，腰带上挂着鼻烟壶，脚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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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靴，多住蒙古包。
    蒙古族传统礼节，主要有献哈达、递鼻烟壶、装烟和请安等，当然现在还有鞠躬礼和握手礼。
献哈达的礼节和藏族一样。
蒙古族牧民十分热情好客、讲究礼仪。
请客人进入蒙古包时，总是立在门外右侧，右手放在胸部微微躬身，左手指门，请客人先走。
客人跪坐后，主人按浅茶满酒的礼俗热情敬献上奶茶和美酒，并把哈达托着献给客人。
    客人接过主人的奶酒，最得体的是按照蒙古人敬酒的方式，左手捧杯，用右手的无名指蘸一滴酒弹
向头上方，表示先祭天，第二滴弹向地，表示祭地，第三滴酒弹向前方，表示祭祖先，随后把酒一饮
而尽。
如果客人不会喝酒，只要把酒杯恭敬的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招待来客的佳宴有手抓羊肉和全羊席。
如果来的是贵客，主人会设全羊席来款待，表示主人对客人的尊敬。
蒙古人忌讳吃狗肉，不吃鱼虾等海味以及鸡鸭的内脏和肥肉。
送客的时候，主人送客人到蒙古包外面或本地边界。
    路过蒙古包的时候，要轻骑慢行，以免惊动畜群。
进蒙古包前，要把马鞭子放在门外，否则，会被视为对主人的不敬。
进门要从左边进，人包后在主人陪同下坐在右边；离包的时候要走原来的路线。
    出蒙古包后，不要立即上马上车，要走一段路，等主人回去后，再上马上车。
    如果蒙古包前左侧缚着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埋在地下，说明蒙古包里有病人，主人不能待客。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传统节目，一般在农历七、八月份举办，是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盛大
集会。
大年和小年是蒙古族比较重要的节日(大年就是春节，小年在腊月二十三)。
    胡朴安所著《中华全国风俗志》是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风俗百科全书，记述了清末民初中国各地
的民风民俗。
人们通过一本书就可了解中国各地传统民俗文化，是爱好民俗旅游和研究传统民俗者不可或缺的资料
。
    我们编辑整理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将原书上下卷合订为一册，去掉了
册中的卷次，将各行政省内容进行了编辑归类，对全书作了简体中文转换和新式标点，并校正了若干
讹错，补齐了原文缺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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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古风俗:中华全国风俗志(珍本精华)》记述了清末民初中国各地的民风民俗，对各地方志和古今
笔记、刊物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
胡朴安是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治
大学等，一生著述甚丰，一些作品传布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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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谈 天津风俗诗 天津腊月之腊品 天津祭灶之风俗 天津烧平安纸之风俗 天津求雨之风俗 天津小儿跳
墙之风俗 宁津六月之两节 东光风俗略志 丰润风俗琐记 保定风俗详载 奉天 满洲之婚制 沈阳农家之歌
谣 营口婚嫁之风俗 铁岭中元节之风俗 辽阳之农家谚 辽阳人之媚灶 吉林 吉林奇俗谈 吉林猎者捕兽谈 
宁古塔风俗杂谈 双城跳神之习俗 黑斤济勒弥之生活 黑龙江 黑龙江风俗琐记 鄂伦春族之生活状况 鄂伦
春族之风俗习惯 甘肃 兰州之迎春赛会 兰州运输之情形 狄道女子之装饰 狄道人民之居处 狄道人民之饮
食 平凉等处之穴居 宁夏之婚俗 宁夏之丧俗 宁夏之生活状况 土司之制度 甘州之称呼 新疆 迪化人之生
活状况 哈萨克人之生活 哈萨克人之衣饰 哈萨克人之冠礼 哈萨克人之婚礼 哈萨克人之丧礼 哈萨克人之
宾礼 哈萨克人之奉教 巴音布拉克人之信佛 帕米尔人之生活 准噶尔风俗记 乌鲁木齐风俗记 热河 热河
风俗琐记 绥远 归化绥远之风俗 内蒙古 内蒙古风俗志 内蒙古东部与西部风俗略记 蒙古族婚嫁及杂俗 
西藏 西藏呼毕勒罕之承继法 西藏喇嘛僧之等级 西藏喇嘛僧之服装 西藏喇嘛寺内之状况 西藏尊贵喇嘛
之敛礼 西藏喇嘛教育之程式 藏民教育之状况 藏民之刑法 藏民之历法 藏民之租税 藏民之咒语 藏民之
佛珠 藏民之性质 藏民男女生活之奇异 藏民男子之服装 藏民女子之服装 藏民之职业 藏民日常之食物 
噶伦b宴客之仪式 藏民宴客之仪式 藏民之住屋 藏民之育子风俗 藏民之医术 藏民之占h 藏民之交际礼 
藏民之岁时令节 中华全国风俗志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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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北京人民，食必葱蒜（凡北式菜馆，席中必有小菜，蒜为必列之品），衣必红绿（
北京庙会，旗装妇女，面部则胭脂如血。
衣服则文绣斑烂，举目皆是），戏必皮黄（梆子腔自民国成立后，几成绝响，近年昆曲始稍兴，然终
不敌西皮二黄之势力，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会略哼几句者）。
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
愉快。
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以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
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
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
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实人群进化之障碍。
望有志者革除此种陋习，使官能恢复其固有之灵明。
北京星相扶乩之风甚盛，不特旧人物笃信，新人物亦复津津乐谈。
一般官僚，无一不以八字及五官求人评判吉凶。
以故亚康节、赛柳庄、同心处等等。
皆以相命而席丰履厚，且有膺高官厚禄者。
一般大老，佞佛最深，茹素诵经者比比皆是。
伏处下僚、脑筋敏捷者。
遂起而研究佛学，以作终南捷径，颇多遂意者。
故时人有言曰：“北京做官有三诀，日善螵、善赌、善诵经。
”盖不诬也。
北京年来，虽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
元二年间，街市尚有铁轮车，今则无矣。
昔者汽车、马车尚如晨星，今则月人三五百元之人物，无一不有汽车。
甚有汽油由车夫供给，以分润酬应场中车夫所得之饭钱者，薪水虽数月领不到手，而老爷之架子，依
然不得不搭。
胸前之徽章，名片上之官衔，多多益善，虽逛公园、上饭馆时，亦不肯抛却。
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
矣。
向日政客衣服尚多韦布，今则一律花缎矣。
统计北京各级社会，殆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无一人不往公园喝茶，无一人不听戏，无一人不听落
子，无一人不打球，无一人不上小饭馆，无一人不看电影，无一人不叉麻雀。
此数端兼之者固多，而占其二三者，百分中当在九十以外。
 北京旧式茶馆，仅取水钱铜元二枚，今则龙井茶铜元六枚为普通矣。
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
一洋铁桶矣。
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
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然而人民虽阔绰，政府则外债内债，累积如山。
国奢则示之以俭，尚望有志者以节俭为天下先，培养国民经济力，为国家减少政费之担负可也。
人无正事，必且无聊。
北京之无职业而待谋事者，固甚多而又无聊，其有职业者，亦多不尽力于所事，且专好为无聊之忙碌
，如庆吊也，饮宴也，送行也，接风也，问候也，闲谈也，追悼会也，欢迎会也，凡此皆无聊之表现
也。
 群众运动，至今日仅成一种机械式捣乱作用。
故有拥人者，有倒人者，有散传单者，有开某某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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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请某项某项愿者，皆其好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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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古风俗:中华全国风俗志(珍本精华)》是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风俗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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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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