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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民俗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本土文化的标志。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和汉唐盛世，更多
的是点点滴滴的中华民俗文化，比如文化庙会、集市、民居习俗、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
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间信仰、民间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
、民间游戏娱乐等。
再比如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祭祀、禁忌等习俗。
民俗文化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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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谓的传承性。
是我们民族和民间节日文化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
作为观念形态当中的民间节日文化活动一旦形成之后，也就拥有了自己代代相沿而且牢固传承的节日
理念。
生活现实当中，许多民间节日文化活动自古相传，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有的能够流传几千年，因此种
种文化传承性是它最鲜明的基本特征之一。
所以能稳定地传承，因为每一个民间的节日几乎都有一个或者一系列优美生动的神话传说风俗故事。
而且，这些传承故事大多都是赞美英雄，伸张正义，扬善除恶；或是追求爱情，赞美揭丑，或者是追
求吉祥.祭神斗恶等等。
潜移默化的传承故事，使民间节日文化活动恒久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中国地大物博，民俗丰沛，有着“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民间每一个地区的节日文化活
动内容形式意义不尽相同。
比如，农历五月云南大理有蝴蝶会，青年男女在节日这一天，观赏蝴蝶，对歌谈情。
比如，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蒙古民族有自己欢腾的那达慕大会，在节日这一天进行摔跤赛马射箭
，物资交流等等民间活动。
而在苗族民间农历五月十六有龙船节，届时苗家兄弟姐妹家家坐船串寨，走亲访友，斗牛对歌等等。
这一些不同节日的民间文化活动，在方位上构成了它们相对固有的地域文化特性。
中秋节的食俗文化，各地既有相同方面，又有迥然不同之处。
比如民间吃月饼。
在一般的传统民间生活当中象征着家庭团圆和人心向聚的民情风俗。
但是对于西南地区的仫佬族来说，当地中秋节吃月饼却变成了吃鸭子。
江南还有一些农村地区，吃月饼变成了吃南瓜。
另外，在浙江杭州～带中秋节有品饮桂花酒的民风习俗。
再有，从中秋节的民间娱乐活动来看，各地民风民俗也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香港中秋节晚上有舞火龙的习俗，据说舞火龙可以驱除瘟疫。
此外，安徽婺源地区孩子们在中秋有所谓“堆宝塔”的娱乐习俗。
广州地方中秋节这一天有“树中秋”的娱乐习俗，届时，中秋时节家家户户用竹条扎成鸟兽鱼虫花灯
，插在高处，灯火放辉，与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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