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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
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
化、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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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节日是具有群众性、周期性和基本稳定的活动内容的特殊日子，节日是综合表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的文化事象。
而中国是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从古到今，56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新生节日共有2000来个，其
中约三分之二是少数民族节日。
    本书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书中汇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主要传统节日。
通过本书，你将会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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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节日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世世代代繁衍着除汉族以外的八个少数
民族。
从黄土高原到内蒙古高原，直到东北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蒙古族入成长的摇篮；鄂伦春族和鄂温
克族则主要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地区；而满族、锡伯族和达斡尔族是以白山黑水为发祥地的；在东北的
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三江平原”上，又聚集着以渔业为生的赫哲族。
在海兰江畔，生活着经营稻作文化的朝鲜族。
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特殊生产和生活中，既创造了共同的节庆文化与节日体验，也由于不同族源、不同
历史、不同信仰，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节日文化，而那些独具风情的仪式、歌舞与文体娱乐项目，更是
不同民族于百年来集体的创造的结晶。
蒙古族的“那达慕”在我国的北方，有着辽阔的草原，草原上牧人庆贺丰收的节日就是“那达慕”。
“那达慕”蒙古语是“游戏”、“娱乐”之意，举行“那达慕”的时间多在春夏之交，从五月开始，
到七八月间，草原上五畜肥壮起来，乳液丰富，是蒙古人开始扎挤马奶的时节，是酿制马奶酒的美好
季节。
全蒙古草原步入“乳食为主的白色季节”。
蒙古人称乳食品为“白色的食物”。
13世纪或更早以前的蒙古人的历法把六月叫做“草月”，八月叫“牛奶月”；以古代蒙古人的习俗，
八月为“自月”，即正月之说。
直到20世纪初，布里亚特蒙古人还沿用着这一历法称谓。
牧人说：“那达慕”不是每年都举行，视草的情况和牲畜的情况而定，草好畜肥的时候就举行，否则
就不举行。
一般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那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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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数民族节日》主要内容：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
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
团结的粘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中国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粘
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在民俗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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