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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魏时代是传统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模式奠定的时代，同时也是融铸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时期。
对汉魏历史的研究向来为中外史家所关注。
但传统的汉魏史研究大多瞩目于经济、政治与重大社会事件，对于普通的民众生活，人们限于资料与
兴趣一般较少予以关注。
这种情形在近年来随着资料范围的扩大与研究视野的展拓而有所改变，人们开始重视对民众日常生活
的关注。
本书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汉魏时期的民俗事象进行系统的清理。
为读者展示绚丽的汉魏民俗画卷。
     汉魏时代是中国民族文化奠基的时代，也是中国民族文化性格形成的时代。
从这一时期的文化性质看，它正经历着一个大的文化转变。
上古简朴、多元、神秘的文化面貌正逐渐向繁复、统一、世俗的文化新形态演进。
当然，这一演进是艰难而缓慢的，文化的演进与政权的更迭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主要是与社会经济结
构的变化相关。
并且，文化的变化是在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到一定的程度时它才有相应的变化，这就是文化形态所具有
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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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质生产民俗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了文明的历史水平。
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是决定着一种民俗的产生、衰亡、或变异的内在动力；社会物质生产
像一个车轮，推动着民俗向前演进；而作为与物质生产过程始终相伴的民俗，则处处折射出物质生产
和流通水平发展的轨迹。
汉魏时代，物质生产技术与前代相比有了极大地进步，物质生产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物质生产得以在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有序进行，形成了社会
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的局面，为汉魏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本章中，汉魏物质生产民俗主要是指这一时代民众在从事物质生产和劳动产品交换活动中创造、享
用和传承的文化事象。
汉魏物质生产民俗，从物质生产条件、过程、水平等多方面看，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全
面地反映在农业、林业、渔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生产领域之中。
第一节农业生产民俗农业生产民俗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和劳动者在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中逐步创造
的习俗惯制。
重视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更加重视，重点实行“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东汉时代起，农业人口出现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迁移的势头，从而也逐步改变了南方的农业耕作模
式和农业民俗。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重视，农业生产民俗在统治阶层眼中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统治阶层也积极利
用农业生产民俗来规范农业生产的秩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魏时代，新农业技术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结合起来，使农业生产不仅从开垦面积上，而且
也从产量上有了大幅的增长。
农业的蓬勃发展，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农业生产民俗的内容。
因此在汉魏时代，出现了《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这类比较集中地记述农业生产民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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