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0547

10位ISBN编号：7101050549

出版时间：200606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常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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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内容概要

年复一年，我们生活在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中，从孩提时代至今，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
。
岁时节日带给我们新鲜、欣喜、娱乐，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得以调整，内心的情感得以表达，节日使
生活绚丽多姿。
 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节日有着古老的历史；无论是清明祭祖。
还是七夕乞巧，都有动人心魄的民间传说；饺子、年糕、粽子、月饼以及腊八粥，这些年节的象征食
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人类了解自己的历史，不能忽略岁时节日。

  古代社会生活图记，娓娓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悠悠往事，逼真再现传统中国人生活百态。

  本书在比较系统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注意全面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
日本学者的成果，力图更准确、细致、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族岁时节日的基本面貌。
并提出一些新说。
本书配有较多的图像资料，既便于读者理解正文，同时也使本书更加生动有趣，希望给读者带来愉悦
、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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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
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85年留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中国宗族制度与族谱学、风俗史、18世纪的国家与社会。
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
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安徽大学徽
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著有《宗族志》(1998)、《社会生活的历史学》(2004)、《明代宗族研究》(2005)等书，合作编著《中
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等多种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杂著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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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元  旦    古人十分重视正月初一的元旦，《汉书》中有“三元”、“三朝”、“四始”之说。
三元为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朝之义犹旦，三朝即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四始是岁之始、时
之始、日之始、月之始。
总之一年的时日月岁皆从元日开始，古人又称之为“履端”。
我们对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论述也从元旦开始吧。
    元旦小释    元旦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正月元旦，是谓正日。
”宋朝人蒲积中编《岁时杂咏》一书中“元日”部分从三国到宋朝的诗歌，就有正旦、元正、元日、
新年、初年、太岁日、岁日、朝元、岁旦、新正等名称．其中以元旦最普遍。
明清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一般称正月初一为元旦。
元旦及新年的名称一直流行到今天，不过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元旦及新年是指阳历年，而传统的元旦
则相当于现在阴历的春节。
    中国古代元旦所在季节不同，这是因为不同历法岁首的确定有过变化：夏朝是正月初春，殷朝是十
二月寒冬，周朝在十一月冬至前后，秦朝则是十月初冬，汉初因袭秦制，汉武帝元封年间改为周制，
此后历代相沿。
中国古代基本采取考虑太阳和月亮位置的阴阳合历。
太阳公转一周365天．月亮圆缺一次为12个阴历月354天，相差11天，需要每隔三年设置一个闰月解决
，并以调整季节。
古人判断月序和季节的关系，是以傍晚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定月序，称之为十二月建。
从北向东转，把地面分为12个方位，傍晚斗柄所指方位，即该月的月建。
12个方位分别以12地支命名，其亥月、子月、丑月、寅月，分别相当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
。
所以人们又把夏、商、周、秦的岁首分别称之为建寅、建丑、建子、建亥。
无论月建何时，“斗柄东回岁又新”(王建《元日陪早朝》，收入蒲积中《岁时杂咏》，以下凡出自该
书诗文，只注篇名)则是共同的。
    祀神祭祖与拜贺    元旦之始，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
《礼记·大传》孔颖达疏称，夏为平旦、殷为鸡鸣、周为夜半。
自秦汉以来，则以夜半子时即今二十三点至一点为一天的开始。
这是旧年与新年交接的时刻。
不过，从古人生活来看，一般以黎明、鸡叫作为一天的开始。
正所谓“鸡报已判春”(司空图《丙午岁旦》)。
    元旦来临，古人首先要祀神祭祖拜尊长和家众互拜。
《四民月令》为我们记述了这一民俗的过程：正式祀祖前三天，家长及执事都要屏绝旁念，一心一意
地用“礼制”约束。
正日进酒降神，然后家室尊卑，无论大小，以次列坐先祖之前，子、孙、曾孙各上椒酒于其家长，举
觞称寿。
这反映了东汉时代北方大族的正日祭拜情形。
关于祀神祭祖的时间，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
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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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社会生活图记，娓娓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悠悠往事，逼真再现传统中国人生活百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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