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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和汉唐盛世，更多
的是点点滴滴的中华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
本书对中华民俗知识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以方便读者了解中华博大精深的民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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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春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春节里，天气寒冷，农事已闲，辛苦了一年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来庆贺这除旧迎新的日子，所以，春
节期间，又是各地民俗活动最集中、最热闹的时候。
我们现在称正月初一为“春节”，而古时候这一天却叫“元旦”。
古人云：“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欲呼为新年。
一岁节序，此之为首。
”“元”是第一和开始的意思，“旦”是早晨的意思，“元旦”即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早晨。
汉武帝时，司马迁总结了前人“观象授时”的经验，创造了《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
为新年。
从此，过农历新年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把公元1912年1月1日立为民国
元年1月1日，把原来的“元旦”改名为“春节”。
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1949年9月27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国历法改为世界上通用的公元纪年。
从此，阳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阴历的正月初一正式定为“春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每到年头岁尾，人们都要举行腊祭祈年活动，祭百
神，祭先祖，感谢神灵给人们带来五谷丰收，也祈望来年的好收成。
古书上说：“五谷皆熟为有年。
”“有年”就是指收成好。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丰年”、“荒年”、“年成”这样的词语。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汉代，过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俗。
关于过年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
“年”字，按古文的写法，是一个象形字，像个大壁虎，有头有尾，脚向四面伸开。
在一个流传颇广的民间传说中，“年”是个怪兽，它行比风快，声如雷响，见人吃人，见畜伤畜，尤
其到了隆冬季节食物缺乏时，“年”就出来骚扰了，害得人们不得安宁。
天神为了惩罚“年”，把它锁进深山，一年只许它出山一次。
每到腊月三十晚上，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门，彻夜不睡。
随时准备和“年”拼斗，因为谁也不知道“年”什么时候会闯进来。
过年就像过关一样，因此把“年”叫做“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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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俗一本通》：—本了解中华民俗常识　不可多得的通俗读物民俗是一种活的社会化石，是一
个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和习惯，是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发展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数千年的延续中，构筑起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
化和习俗，这是每个炎黄子孙都渴望了解，也应该知道的宝贵知识。
《中华民俗一本通》从节日民俗、生活民俗、婚育民俗、劳动民俗、文娱民俗、鬼神民俗和民族风俗
等几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展示了中华民俗的博大精深，深入浅出地叙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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