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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
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
化、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化
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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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近百种图书的撰写工作，我们组织了
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
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传统文化，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
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广大民众。
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
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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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铜鼓的起源和发展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文物。
公元前7世纪左右出现于中国云南的西部地区，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传播到中国南方和东南
亚广大地区，为多民族接受，并被视为神器，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还在一些民族中使用。
　但是铜鼓空间是怎么来的的？
它的“祖先”是什么？
是哪个民族创造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铜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这些问题至今仍在探索之中，让我们从古墓中出土的铜鼓开始探索这些问题。
万家坝古墓中的铜鼓与铜釜铜鼓，顾名思义，是用铜制成的鼓，是一种古老而珍贵的文物。
留存至今的各类铜鼓，铸造年代上溯春秋战国，下迄明清时代。
不同类型的铜鼓有着不同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表现了各民族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审美情
趣。
当今民间使用的铜鼓分布于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其多数制作精美。
人们要寻找原始形态铜鼓，必须回到更远的历史中寻找相关器物的发展线索并力求考古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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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铜鼓》：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
空气一样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
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
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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