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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节日研究》创新性地引入节日生活微观研究方法，选取几位唐人为个案，对他们在节日生活中
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行深入考察。
由于唐代行动者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具有纳异的广博胸襟，他们对节日活动的选择和实践丰富多彩。
节日决定着唐人的生活节奏，丰富着唐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维护着个体的社会关系，激发着个体的
生活热情和生命意识，也培养着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纳异胸襟、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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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勃，1972年出生，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
曾就职于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社会文化史及岁时礼俗等。
著有《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清明》、《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第一作者）、《中国人最
应该知道的77个礼俗》（第一作者），主编有《齐鲁特色文化丛书·礼仪》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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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祭社。
其具体步骤为：掌事者实樽酒→祝（以有学识的社人来担任）和执樽者人（位置在社神北，南向）→
所有人拜两拜→执酒樽者各就樽后立→执盥者就器后立→赞礼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赞礼者赞
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诣樽所→赞礼者赞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馔人，各设于神坐前
（殖醢居前，左右厢黍，稷在其间，俎居其外）→掌事者出，赞礼者引社正诣盥器，所执盥器者酌水
，社正洗手，取巾拭手，洗爵→赞礼者引社正诣社神酒樽所，酌酒→赞礼者引社正诣社神坐前跪，奠
爵于馔右，兴，少退，南向立→祝持版进社神坐东，西向，跪读祝文→祝兴，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
拜。
 第四，祭稷。
其具体步骤为：赞礼者引社正诣稷神酒樽所，取爵，酌酒→赞礼者引社正诣稷神馔前，南向，跪奠酒
于馔右，兴，少退，南向立→祝持版进于稷神馔西，东向，跪读祝文→祝兴，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
。
 第五，社正饮福酒。
其具体步骤为：赞礼者引社正立于社神坐前，南向→祝以爵酌社神及稷神福酒，合置一爵，进社正之
右→社正再拜，受酒，跪祭酒，遂饮卒爵，祝受爵，还樽所→社正兴，再拜→赞礼者引社正还本位，
立定→赞礼者赞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
 最后，瘗埋祭品，礼毕。
祝以血真于坎，坎东西各一人真土半坎→赞礼者稍前宣布礼毕，引社人等出→祝与执樽者复社神位，
再拜。
其祝版燔于祭所。
 《大唐开元礼》对于诸里祭社稷的礼制规定是祭社稷仪式的理想化和标准化，体现了整个过程必须有
序、严肃、庄重的要求，为唐代乡村社会民众的祭社实践活动提供了赖以遵循的规则，既引导着、又
约束着唐代乡民的社日祭祀活动。
但民间祭社绝不局限于官方规定的仪式，届时各地总会举行规模不同的迎神赛社活动。
王维的《凉州郊外游望》对此有所描写：“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
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
 对于新罗说、祭祀说和玄宗生日说等三种观点的难以服人之处，朱红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已有若干辨析
，这里略作补充。
祭祀说应该说在一个方面解释了中秋节的起源，但这种观点仅仅阐明官方的“秋分夕月”之礼，并不
足以构成对中秋节在唐代形成原因的充分解释，因为秋分夕月礼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为何中秋节
却只是在唐代才形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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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节日研究》重视利用多种历史文献，从国家节日制度安排、宫廷与民阔社会的节日生活等社会
整体的角度，把握唐代节日，重点关注唐代新兴节日的兴起发展和传统节日在唐代的新变，以最大限
度地还原与呈现唐代节日文化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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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节俗是民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分析与研究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世界的重要标的。
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节日研究成果，对于民俗史以及唐史研究都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该书的成果主要有三：其一，在方法论上，将宏观性的综合研究与微观性的个案研究相结合，对于民
俗史研究方法具有较大意义。
其二，在唐代节日框架与变迁的构建上，进行了较为系统、颇为特色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其三，对节俗行动者与实践者的研究深化了民俗史的研究。
 ——齐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勃博士的论著《唐代节日研究》是近年来关于历史社会
节日文化研究的力作之一。
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处，选择唐代节日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对历史社会的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
鲜活的个案。
本书在历史民俗学领域有两大贡献：一是对历史社会生活的整体关注。
即在考察唐朝节日文化时，从国家制度层面、皇帝为首的政府管理角度、城市平民与乡村农民的岁时
习惯等多个向度，进行综合研究，以全面呈现唐朝节日社会生活。
二是重视传统节日中的个体表现。
这种以个人生命史为对象、揭示历史社会的节日形态的微观性研究，不仅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节日传
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为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可以仿效的样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意义。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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