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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潮汕民俗大典》主要有生产习俗、副业生产习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俗、民间游艺、民间动物
舞蹈、丰富多彩的民间手工艺、潮汕方言概说、潮汕方言的语音系统级其特点、潮汕方言的词汇特点
、潮汕方言的语法特点、潮汕特谜先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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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贡果和咸菜一样，贡菜也是用大芥菜做成的。
把洗净的大菜包瓣切成手指大小的条片或块粒状，晒去表面水分后，用盐揉匀，再晒至半干装进坛中
，加些米酒浸润，还可加上些白糖和豆豉粒。
把腌好的芥菜密封起来，一个月后就成为香味扑鼻的贡菜了。
贡菜几乎不带酸，口感甜脆，也是吃粥的好佐料。
5.豆酱豆酱，即北方所说的“豆瓣酱”，是一种烹调或者佐食用的酱料，是潮汕菜中常用的调味品。
很多潮汕人都习惯炒菜的时候用其调味，因为豆酱比较咸，且比盐更显鲜甜，有时候就不下盐了。
例如用豆酱烹煮海鲜、炒青菜等。
豆酱在潮汕各地多为家庭自制自用，而以普宁制作的为最佳。
普宁豆酱选用黄豆、面粉、食盐为原料，经过发酵、晒制、蒸气杀菌等生产流程制作而成，豆酱呈金
黄色，富含蛋白质、氨基酸、还原糖等营养物质，香甜可口，营养丰富，是调味佳品。
普宁豆酱每年供出口就高达近20万公斤。
6.生腌海产品生活在海边的潮汕人喜欢生吃海鲜或者腌制的海产品。
潮汕人把半个小指头大小的江鱼、细小的虾苗、指头大的鱿鱼囝以及小钱螺和薄壳，用盐腌制装在瓶
子或小坛里，经常晒太阳，几天后便可吃，潮汕人称为“鲑”，比如“江鱼鲑”、“虾苗鲑”、“钱
螺鲑”和“咸薄壳”等等，都是鲜美的佐餐腌制品。
除了腌制成鲑，还有一种更简便的生吃方法。
潮汕人用梭子蟹、瘪蟹或虾蛄，洗干净后用盐或酱油及辣椒、蒜头作配料，只需腌制几个小时就拿出
来佐餐食用，更为新鲜美味。
汕头市夜间的大排档多用这些腌制的小海产品小菜搭配白粥出售，深受食客欢迎。
沿海人家也常自制为家常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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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潮汕地区人文荟萃，民俗自成一格，淳美多姿，世人聚焦已久。
适逢建设文化强省盛世，难得汕头市党政领导重视文化建设，组织我等同好，编成此卷，并得省委宣
传部以及省精神文明办领导嘉许，广东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潮汕民俗大典》今得以面世。
编辑委员会分工如下：叶春生（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负责统稿，撰写第一章；林伦伦
（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教授）负责统稿，撰写第九章。
以下依次作者为：第二章，朱钢（中山大学博士）；第三章，林春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博士
生）；第四章、第五章王伟深（澄海区政协副主席、区文联副主席）；第六章，陈玉芳（中山大学硕
士）；第七章，朱炳帆（中山大学硕士）；第八章，杨坚平（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艾小明（杨坚
平助理）；第九章，林伦伦、洪英（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陈瑾（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第十
章，鄞镇凯（汕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谢铿（汕头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陈汉初（汕头市社科联主席、市政协学文委主任）、杨群
勇（汕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陈荆淮（汕头市政协调研员）等负责编务及协调工作。
在此一并列名，以示文责。
另外，蔡希仁、林凯龙、陈汉初、蔡红霞、陈小雄、刘坚、徐培武、邓勃、陈志伟、黄伟雄、张朝忠
、王瑞忠、陈新渝、蔡卓强、金文坚、陈训先、杨育挺等摄影家和汕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
本书提供了精美的照片和图片，在此我们向摄影家们和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此书属于编著性质，虽然大部分章节属于作者原创，但难免有一些资料是从其他著作或者网络上
采集来的，因为编写体例的问题，书中未及一一注明资料来源。
特此向这些资料的原创作者表示歉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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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潮汕民俗大典》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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