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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应广大农村知识青年，欲了解季节变化与农耕生产的关系；也是为开发中国西部地区经济
文化的需要，经商者、旅游者、外乡人想懂得一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人情掌故而写的。
作者把它当作应用文写出，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农桑衣食撮要》《农桑经》《四民月令校注》等书，得益匪浅。
特别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所撰著的《农桑经》，是他长期居住农村，观察土地与气节、生产与物
候的关系，而撰写的经典著作。
书中至理名言，对作者启发很大。
原想把它附录在本书后，但因经费欠缺而作罢。
在介绍少数民族节日风俗时，作者主要参考了全国民俗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和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少数民族文学分会编写的《少数民族民俗资料》（内部印刷），而作了一些重点介绍。
个别文章是组织少数民族作者写自己本民族的节日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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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景震，男，汉族，编审，爱好书法，外号石门野人。
1929年7月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汤峪乡石门坊村，195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长期从事编辑和群众文化工作。
1980年率先响应钟敬文等人的号召，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民俗学会和陕西省民俗学会。
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届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会长，现仍任名誉会长，是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
会员。

　　其主要出版的著作有：《陕西民俗学研究资料》《韩起祥说书的故事》《陕西省志·民俗志》，
中国民俗大系《陕西民俗》《秦风纪胜》《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等。

　　其主要公开发表的论文有：《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论传统节日风
俗》《中国重要传统节日风俗简论》（获优秀论文奖）《试谈“后半夜”戏的艺术特色》（获国家二
等奖）《谈谈编辑审稿把关问题》《谈责任编辑的“责”》《到人民群众中去“抢救”遗产》《长安
“十大怪”解读》《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饺子天下》《中国饺子文化与社会精神文
明》（获优秀成果奖）、《全面收集不是“精神污染”》《漫谈“春联”》《誓为人民说唱一辈子—
—记韩起祥说书二三事》《关于祭灶的传说》《李白的传说》《风俗的批判与继承》等，及节日风俗
系列文章300多篇。
（通讯处：中国西安西北大学175—126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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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一、风俗探趣　节日风俗的由来　节日风俗的特征　风俗“形态”的探讨　继承与批判　长安
古俗的发展与环境意识　长安“十大怪”解读　中国各民族主要传统节日　中国各族人民传统节日表
二、岁时节令　历书与历法　中国历法的演变　年·戴·岁·祀　干支纪年　四季的划分　“季”与
“月”的别称　关中十二个月　时辰与更次三、物候节气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含义　节气歌
　月令七十二候　二十四番花信风四、节令习俗　打春　迎夏　立秋　立冬五、节日风俗六、农耕农
谚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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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风俗礼仪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灵活运用。
应该强调群众自发自觉地活动，不能用行政命令或包办代替的办法。
风俗形成的特点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由不定型到定型，逐步地在人们中约定俗成。
一旦约定俗成后，就变成人们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东西。
否则，就是破坏了民俗的特点，失去了风俗的内涵，就没有生命力。
　　我们要按照民俗的特点，因势利导。
可以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对于那些传统的文明的风俗，可给予新的内容，继续在人们生活中盛行；
对于那些基本上是文明的风俗，但夹杂有糟粕的成分，我们可以采取包装改造的办法，把那些糟粕的
东西取掉，同样给予新的内容，继续在人们中流行；对于那些恶俗和陋俗，则是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加以革除和摈弃。
即就是良俗也要推陈出新，使之符合时代的脉搏。
另外，我们还要采取新措施，在人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风俗习尚。
如陕西省户县人民自发地组成新的节日——“文化节”，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至十五日，为广泛活
动的时间。
届时，城乡居民以各种文化形式或分散或集中，大搞文化娱乐活动，这个节日的出现，很快地取缔了
过去正月消闲闹事和聚众赌博的不良习俗。
又如陕西省临潼县行者乡袁家村，群众自觉自愿组织的“好媳妇节”，规定每年农历六月初七日为活
动时间。
这天召开村民大会，结合开展“五好”家庭活动，评选“好媳妇”。
同时给“好媳妇”颁奖，并给“好媳妇”的娘家送喜报等。
通过评选好媳妇的活动，不仅改善了婆媳关系，而且和睦邻里，改变了整个村上的面貌。
上述这些新的节日风俗，有着时代的色彩，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使其丰富完善，永远传至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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