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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民俗大概可以说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融会与结晶，是社
会文化与社会观念深层内涵的表现。
关于民俗学的问题，已经由民俗学家进行过许多精辟论析，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对于民俗，在我
国古代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很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内容
。
在我国民俗发展的历史上，先秦民俗处于源头的位置，它和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
迁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先秦时期的民俗，如果笼统地讲，当然可以统归于远古和古代民俗之中，然而，先秦时期时间
跨度很长，仍需再进行细致一些的划分，愚以为若划分为原始民俗、夏商民俗、周代民俗三人阶段会
比较合适。
而周代民俗中若能将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特殊时期划分出来，则会更近于历史实际。
先秦民俗中，婚俗、葬俗、人生礼俗等为大宗，其内涵很广，可以说，每一方面都可以做出篇幅很长
的深入讨伦。
因为学习所限，本卷只试图对于先秦民俗的特征、俗与礼的关系以及民俗的社会影响等进行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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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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参与民俗学会的组织活动，编辑《民俗》刑物与民俗丛书。
1928年任职浙江大学，在杭州开展中国民俗学会工作。
1934年赴日本早稻大学文学部研究修神话学、民俗学。
1941年回中山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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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生产民俗第一节 农作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先民主要靠狩猎和采集维持低下
的生活。
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原始农业开始出现，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在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的北方和南方的农业生产就已经显露出地域差别。
北方地区以粟的种植为主，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一些瓮、罐和室内的小窖都发现有粟的堆积遗
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
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墓地的多数墓葬都随葬着装满粟的陶瓮，少者1个，多者达4个。
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著名的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最厚处可在1米，充分体现了当时稻作
农业的发达。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量骨，应当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在北方用于收割粟的带齿石镰是很实用的
农具。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也开始进行。
当时北方地区以养猪、犬、鸡为主，南方则多养猪、犬、水牛。
捕渔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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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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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卷》全景式展现
了中国民俗形成，延展与传承的演进过程，深刻提示了这项非物质遗产的价值所在，中国民俗史泰斗
敬文自谊地说，《中国民俗史:先秦卷》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科的宝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俗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