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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是一块色彩斑斓的瑰宝是世界公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史》丛书是一套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开拓审美视野的大型文化读物。
它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中国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画
卷。
是一套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开拓审美视野的大型文化读物。
本书为《中国民俗史》之明清卷。
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民俗事象进行系统的清理。
为读者展示绚丽的明清民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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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
1927年入广东中山大学任敦，参与民俗学会的组织活动，编辑《民俗》刊物与民俗丛书。
1928年任职浙江大学，在杭州开展中国民俗学会工作。
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研修神话学、民俗学。
1941年回中山大学仕教。
1949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并兼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职。
1979年与顾颉刚、白寿彝等七位知名教授联名倡议建立全国民俗学会。
1983年任民俗学会理事长。
主编了教育部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
出版专著《民间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数十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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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质生产民俗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重大变化，这种变
化的标志是人口的巨量增长，土地的广泛垦殖，农业生产技术的明显进步，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
高，民营手工业规模的逐渐扩大，商品经济的显著扩张，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经济关系的萌芽，
虽然它还是初始状态，但其在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新变化，人们在社会生产与流通领域除了传习前代固有的生产习俗外，形成
了众多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民俗。
第一节　农业生产民俗农业民俗是农民在生产活动中的文化创造，它既是农业生产活动经验累积，也
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指导与服务。
农业在明清社会依然是民生的主业，人们围绕着农业生产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事象，它是物质生产
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农时节令民俗农时民俗是农业民俗的主干，传统农业依照自然时序开展季节性的农事活动，所谓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农事生产受制于光照、雨水等自然物候条件，因此特别注重时令节气。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依从天时安排人事的月令传统。
人们为了保证不误农时，在把握农时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口头民俗与行为民俗。
春季农时民俗。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人们顺应春天的节气，进行春耕春播、果木花草的培植活动以及其他农事活
动。
春耕宜迟、宜浅，担心将寒气翻入地中，妨碍春天作物的生长。
在雷州因为气候温暖的关系，初春就开始耕作，“春初雷始发声，农则举趾而耕。
”这种闻春雷而耕的方式称为“雷耕”。
立春时节，修农具、浴蚕、锄麦、织草鞋等。
正月栽树为“上时”，诸种果木在正月十五前种植，结实就多。
如果有南风就不可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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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史:明清卷》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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