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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简介：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思想
。
传统节日是中国人认知天地人生的重要表达与生动实践，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与民族精神特
性。
传统节日是维系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生动地传递着
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传统节日犹如一江春水，它的流向与民族文化的生命未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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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放，男，1960年生，湖北黃冈英山人，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
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化史、岁时节日民俗等.曾任北京博士
后联谊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中国民协节庆研究会副
会长、民族学与人类学会民族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亚细亚民俗学会理事、《先秦两汉学术》（台湾）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文化史、岁时节日民俗等。
先后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代表著作：《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2004，2006年由韩国国立民俗博
物馆出版韩文版）。
《中国民俗史》（副主编，明清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春节》（北京三联书店，2009）。
近年参加国家节假日政策调研工作，为中宣部精神文明办、民政部提出了建议与咨询报告，得到相关
部门的重视。
曾获湖北省电化教学二等奖（1993），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参与，1999），中国文联山花奖首届学术
著作奖一等奖（2001），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2003），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特等奖（2010）等多项学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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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中国人的时间观
第一章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价值与功能
　一、中国七大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二、中国传统节日的资源开掘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
　四、传统节日的复兴与重建
　五、节日传统与社会和谐
　六、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七、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意义——由中秋节说起
第二章 传统节日的历史演变与民俗传承
　一、春节庆祝习俗与岁时仪式
　二、春节祭祀民俗
　三、春节文化内涵的演变
　四、春节“四大传统”与春节文化建设
　五、元宵灯会的历史流变与当代元宵灯会
　六、社日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
　七、清明节俗与中国人的家族情怀
　八、浴佛节俗源流
　九、端午节俗的重建与当代意义
　十、七夕节俗的演变与复兴
　十一、中秋节的历史流变及当代意义
　十二、重阳节俗的历史文化意蕴
　十三、传统岁时与当代节日的关联——以北京岁时节日为例
　十四、传统农业岁时仪式——以江汉稻作区为例
　十五、18-19世纪中韩“岁时记”及岁时民俗比较
第三章 民俗信仰、礼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一、中国传统风俗观
　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信仰
　三、东岳庙与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北京东岳庙为例
　四、城隍庙与城隍神信仰
　五、传统社会平民礼俗的文化特征
　六、从成年礼的传承变异看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示范意义
　七、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民俗
　八、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
第四章 传统节日的田野考察与学术访谈
　一、关于传统节日的田野调查
　二、关于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访谈
附录一 1983－2003年中国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综述
　一、岁时节日论著刊印发表概述
　二、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关注的几个问题
　三、岁时节日民俗研究的几点思考
附录二 节日全志与民俗地图——读张勃、荣新《中国民俗通志。
节日志》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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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绘画中时间同样是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作者对时间的理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就能形象地表达一个远离喧嚣时间的古朴静谧的世界。
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画家尚扬的“大风景系列”中有一个火山爆发的场景，爆出的有凯迪拉克轿车
、快餐、宜兴茶壶等，多种时代的物象组合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场景，土洋混杂，古今并陈。
在戏剧舞台中，人们不仅可设计特定的时间场景，浓缩历史、人生时间，同时也可以以化装与面具的
形式直接进入另一个时间世界。
在艺术时间中，人们以知觉融会贯通时间，时间的序列、时间的分隔通通都可以取消，过去、现在、
将来都可以并置，过去未来的联系如音符的连接，时间是一个连续体。
再说生活时间，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
包括宗教生活时间与世俗生活时间。
宗教生活时间是依照对教义的理解，安排群体的宗教生活秩序。
欧洲教堂的钟声，就是这样一种时间标志，人们听到钟声，就要按时定期去教堂作祷告；亚洲佛寺同
样以晨钟暮鼓的形式，昭示宗教时间。
伊斯兰教每天要作五次礼拜。
非洲邦戈人60年举行一次称为“圭”的纪念祖先仪式；玛雅人相信灾难260年来一次，西班牙人利用这
一宗教信仰，在那一年发动对玛雅人的进攻，玛雅部落逃走。
这些不同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时间体系，以组织协调信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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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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