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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年历》是清朝民间流行的一种历书，经清朝皇帝钦定为《御定万年历》，“万年”寓意统治江山
社稷万年长久，如今它已成为平民百姓常用的工具书。
在华人世界里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目中，万年历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致。
作为华人的传统习惯，人们通常选择在年末或第二年年初购买《万年历》。
    “一册在手，万事方便”。
历书与群众的生活、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万年历》也不断推陈出新，更具科学性、实用性和趣味性，而且民族特色鲜明
的传统节日、传世贤文等内容也被保留了下来。
这些内容已渗透到我国人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万年历是人们用来排列年、月、日以及四时节气的一门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
“万年”的意思是时间长久、超越个人的寿命，“历”的意思是历程、经过，指当年的日、月顺序。
本书把中华民俗万年历当做中华传统文化来写，即不仅仅有万年历的内容，还有很多跟万年历相关的
中华传统知识，以及一些实用、常用的知识。
    书中收集的资料翔实，丰富新鲜，大致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大众所关注的传统节日，
也有百姓生活实践中的点滴积累，属于具有常识性、实用性、趣味性的文化知识。
比如第一章“中华民俗知识”，囊括了中华历法知识、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取名禁
忌、万古贤文、谚语对联谜语等七个方面的内容，使读者阅读的时候，能够触类旁通，相互补益；在
查检的时候也能够十分便捷地找到这些资料。
    部分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向人们明晰地展示了公历与农历的特点，每半年作一页图谱，一年两章，简
单明了。
在每页图谱中，除了介绍每年的岁次、生肖和太岁等，还囊括了月别、干支、二十四节气，以及农历
与公历、星期、天干地支和五行的对照转换，并且在二十四节气中，增加了具体时间表，详尽实用，
趣味盎然，使人爱不释手。
万年历图谱的范围是从1931年至2050年，时间跨度长，跨度选取合适，便于广大读者查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民俗风貌大全>>

内容概要

万年历是人们用来排列年、月、日以及四时节气的一门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
“万年”的意思是时间长久、超越个人的寿命，“历”的意思是历程、经过，指当年的日、月顺序。
《中华民俗风貌大全》把中华民俗万年历当做中华传统文化来写，即不仅仅有万年历的内容，还有很
多跟万年历相关的中华传统知识，以及一些实用、常用的知识。

 《中华民俗风貌大全》的作者是鸿儒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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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华民俗知识
　一、中华历法知识
　二、天干地支
　三、二十四节气
　四、二十八星宿
　五、取名禁忌十则
　六、万古贤文
　七、谚语对联谜语
第二章 中华传统节日
　一、春节
　二、元宵节
　三、二月二
　四、清明节
　五、端午节
　六、七夕节
　七、中秋节
　八、重阳节
　九、腊八节
第三章 万年历(1931～2050)
附录
　附录1 节日和纪念日大全
　附录2 食物相克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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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占岁旧时民间以进入新年正月初几日的天气阴晴来占卜本年年成。
其说始于汉东方朔的《岁占》，谓岁后八日，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
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
如果当日晴朗，则所主之物繁育，当日阴，所主之物不昌。
后代沿其习，认为初一至初十，皆以天气晴朗，无风无雪为吉。
后代由占岁发展成一系列的祭祀、庆祝活动。
有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猪⋯⋯初七不行刑的风俗。
聚财俗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并把“扫帚星”引来
，招致霉运。
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
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今天许多地方还保存着这一习俗，大年夜扫除干净，年初一不用扫帚，不倒垃圾，备一大桶，以盛废
水，当日不外泼。
祭财神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
民间传说，财神即五路神。
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
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
”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
所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
”上海旧历年有抢路头的习俗，正月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鸣锣击鼓，焚香礼拜，
虔诚地恭迎财神。
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日，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日“抢路头”，又称“接财神”。
五祀即祭户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所谓“路头”，即五祀中之得神。
凡接财神须供羊头与鲤鱼，供羊头有“吉祥”之意，供鲤鱼是图“鱼”与“余”谐音，讨个吉利。
人们深信只要财神显灵，便可发财致富。
因此，每到过年，人们都在正月初五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户，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表
示欢迎。
接过财神，大家还要吃路头酒，往往吃到天亮。
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祈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
送穷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
这一天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扫晴娘”、“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
内，送门外燃炮炸之。
这一习俗又称为“送穷土”，“送穷媳妇出门”。
陕西韩城一带，破五这一天忌出门，而且要将鲜肉放在锅中炙烤，还要爆炒麻豆，令其崩裂发声，认
为这样可以崩除穷气，求得财运。
此外旧时除夕或正月初五要吃得特别饱，俗称“填穷坑”。
民间广泛流行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美好
生活的传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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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俗风貌大全》：汇聚传统文化 诠释阴阳历法指点人情世故 泽及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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