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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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
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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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饮食习俗的演变与生话方式的变化日常饮食生活中的科学中国人的饮食方式逐渐在从“吃美味
”向“吃营养”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就是现代科学力量在传统饮食中的体现。
日常饮食生活中的科学在一日两餐制变成一日三餐制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先秦时期一般的庶民阶层是一日两餐的，以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习惯，这与当
时的食源不充足是相适应的。
早餐吃得多，因为要应付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称为“大食”；下午三四点再吃一顿，因为就要天黑
了，不能再去劳动，所以吃得少些，称为“小食”。
山西不少地区在解放后还保持着这种食制。
不过，由于地区不一，季节不同，亦有差别。
北部居民一向遵循“夏秋日食三餐，冬春日食两餐”的传统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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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饮食习俗(第2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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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