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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民俗礼仪是中国人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的真、善、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民俗礼仪已经日渐衰落，许多特色民俗礼仪已
经消失，或已经被改造，正在失去其真正内涵。
    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找回曾经失落的传统国俗，我们出版了此书。
全书从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日常生活和信仰禁忌四个方面展开，全方位介绍传统国俗的来历传说、
相关的礼仪活动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深刻寓意。
    本书的编排比以往的图解更为灵活，并引入了一对可爱的小福鼠和与传统家庭关系最密切的灶王爷
，他们不时插科打诨，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中回归曾经失落的传统礼仪，体味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书重要篇章：为什么说正月剃头“死舅舅”？
乞巧节怎样“乞巧”？
孩子的出生礼应该如何举行？
丧礼上的“五服”如何区分？
各行各业的行业神从何而来？
一年十二个月的花神都是谁？
中国也有“爸爸节”？
传统婚礼有些什么礼仪步骤？
传统家居应该如何布置？
为什么说除夕夜“三星高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中国国俗>>

书籍目录

传统市井风俗  多姿多彩的中国国俗编者序：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礼仪本书内容导航第壹章　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国俗　1.了解国俗：国俗的概念与类别　2.民族性格：传统国俗的内涵　3.遗忘与抢救：
国俗现状第贰章　国俗最集中的体现：岁时节日民俗　1.年年年尾接年头：过年的活动　2.恭送灶君保
平安：祭灶　3.除旧布新过大年：扫尘　4.爆竹声中辞旧岁：除夕　5.桃符万户迎新年：春节　6.迎接
春天的到来：立春节　7.流光溢彩闹花灯：元宵节　8.女娲炼石补天日：天穿节　9.清仓扫囤盼丰稔：
填仓节　10.皇帝耕田作表率：中和节　11.苍龙抬头风雨顺：春龙节　12.诗情画意赏花红：花朝节
　13.祛灾避邪求生育：上巳节　14.有悲伤也有欢乐：清明节　15.中国化的佛诞日：浴佛节　16.称重
尝新迎夏天：立夏节　17.粽子龙舟祭屈原：端午节　18.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节　19.避暑驱虫回娘
家：天贶节　20.秋风起时贴秋膘：立秋节　21.牛郎织女会佳期：七夕节　22.并不阴森的鬼节：中元
节　23.隔千里兮共明月：中秋节　24.登高赏菊敬老人：重阳节　25.为先人送去温暖：送寒衣节　26.
水官大帝的诞辰：下元节　27.数九寒天的开始：冬至节　28.释迦牟尼成佛日：腊八节第叁章　成长全
记录：人生礼仪民俗　1.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出生前后　2.洁身沐浴送祝福：三朝　3.最重要的出生礼
仪：满月　4.圆满时刻盼百岁：百日　5.人生的第一个生日：周岁  6.获得名字接受教育：命名礼和童
蒙礼  7.保护孩子平安长大：寄拜  8.长大成人走向社会：成年礼  9.商定终身大事：定情到订婚  10.成立
美满家庭：结婚  11.挂红辟邪躲灾：本命年  12.开始新的生活：建房乔迁  13.温馨的生辰纪念：生日礼
和寿诞  14.最后的人生礼仪：丧葬  15.暖坟守孝寄哀思：祭礼第肆章　中同式生活：日常民俗　1.两代
人之间的礼仪：上慈下孝　2.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夫妻　3.血浓于水：亲戚　4.尊祖、敬宗、睦族：
家族文化　5.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拜访与待客　6.追求和谐：中式家居　7.在欢乐中锻炼身心：
游艺竞技　8.庙观里的民俗大展示：庙会　9.热闹的民间大联欢：社火　10.民间曲艺的博览会：书会
第伍章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民问信仰与禁忌　1.不忘根本：祭祖　2.头上三尺有神明：祀神　3.全能
的外来神明：观音菩萨　4.海上护佑神：妈祖　5.最受欢迎的神仙：财神　6.书生们的偶像：文昌帝君
　7.带来幸福的神明：福禄寿三星　8.各行各业的神仙：行业神崇拜　9.追求幸福与美好：祥瑞信仰
　10.日常生活规范：禁忌附录　一、中国民间节日　二、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
、中国行业神大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中国国俗>>

章节摘录

　　第壹章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俗　　1.了解国俗：国俗的概念与类别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
在民俗的影响下，从春节到除夕，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民俗紧紧相连。
　　概念　　中国国俗，当然就是中国人的民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有意无意都受着一定的风俗习惯支配，尤其是在传统节日期间、或逢红白喜
事时更能感受到深厚的民俗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表，是区别民族乃至国家最重要的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保留自己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每个民族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
。
　　民俗就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
根据这个定义可知，一个文化事象要成为民俗必须具备三点：首先，它必须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既
是民俗的承受者和创造者，又是民俗的载体。
古代的典章制度虽然是世代相袭，但不属于民俗。
其次，民俗必须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
产生于民间，但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文化事象，也不属于民俗范畴。
再次，民俗的核心在于传统，传统精神是各国民俗最核心的部分。
　　分类　　中国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斑斓多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物质生产民俗，包括人们与各种物质生产方式相关的民俗事象。
其次是物质生活民俗，包括与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物质民俗事象。
第三是人生礼仪，是指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所举行的各种传统仪式。
第四是信仰民俗，它并不单独存在，依附于其他民俗当中。
第五是岁时节日民俗，这是传统民俗最经常的展现。
第六是社会组织民俗，是指民间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还有一种是民间文学，是指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作品。
　　国俗的演变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
代文化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大一统，以及数次
分裂与外来入侵等等），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如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却还
始终保持着自炎帝、黄帝以来的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发展系统。
上述状况反映在国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2.民族性格：传统国俗的内涵　　博大精深的传统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民俗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灵魂的印记，处处体现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传统国俗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并从多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特质和性格，而这正是国俗的内涵
所在。
　　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传统国俗也是一种不同于海洋民族的大陆民族习俗，是一种区别于游
牧社会、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的风俗。
中国这种大陆农业的风俗具有三个特质：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
　　特质一：群体观念　　传统的群体观念，包括“和”与“公”两个理念。
“和”就是讲究和谐，这是传统国俗的精髓。
首先，在个人身上要讲究调和，春天郊游踏青，夏天防止疰夏，秋冬注意进补，饮食讲究宜忌，这样
才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其次，在自身所处的家庭、家族中，要讲求和睦，夫妻之间、亲友之间，要互爱互助，讲究孝悌，共
同为家族的延续和壮大而努力。
推而广之，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要互助互谅，礼尚往来，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和谐。
在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中，同样要追求“和”，重大节日要敬天礼地，祈求福祉；农业生产要对
应天时，按时耕种；家居村落要讲究风水，天人合一。
总之，小到个人家庭，大到人与社会天地，中国国俗处处都在追求一种“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中国国俗>>

　　传统国俗还特别重视“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被中国人奉为“大道”。
在传统的家族村落中，设有义田、义仓，以赈济族里、村中的贫困者。
范蠡之所以被奉为财神，除了他经商得法之外，他经常散财赈济百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元节、送寒衣节时，人们不但要给先人送去祝福，也要为孤魂野鬼指路超度。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公”的理念。
至于千百年来流传于士大夫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更成为有口皆碑的国俗风范和精神。
　　特质二：向心观念　　传统国俗还体现出中国人深厚的向心观念，包括“孝”、“忠”两个方面
。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进一步推及为尊长敬老、敬天法祖的风俗，体现着以父权为核心的
向心观念。
在家族中，长幼尊卑次序井然。
孝敬双亲、尊长敬老也是家族的家规家法，不容破坏。
平时节庆中，往往会祭祀先人。
老人过生日时，子女会为他做寿，以表孝心。
老人故去后，晚辈还会披麻戴孝，举哀追思。
总之，孝是传统国俗的重要内涵，彰显了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孝的观念在社会领域不断延伸，就形成了对师长的尊敬，对君主、对国家的忠诚。
在中国民间，“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一直是家庭中普遍敬奉的神主。
历朝历代中的那些为国尽忠的人物，一直都备受人们尊敬，百姓甚至立祠祭祀。
那些曾经做出开创性功绩的祖先、祖师，至今仍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这种对长辈的孝敬、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传统国俗的精髓，是社会团结合作的纽带，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向心力的源泉，至今仍然是我们民族和社会所强调的核心价值理念。
　　特质三：中庸观念　　中庸也是传统国俗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人认为“过犹不及”，强调“恰到好处”。
重视“阴阳合和”，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宗旨，提倡“天时地利不如人和
”的“和为贵”的观念，讲究“和而不同”，既坚持统一又不反对多样性，传统国俗的总体一致而又
各具特色的现状就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中庸观念也有缺陷，但它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处世之道。
　　综上所述，传统国俗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人民族性格的载体，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其中所包含的群体观念、向心观念、中庸观念仍然具有非常好的积极意义。
我们了解民俗，不但要知道它的表现形式，更要了解深藏在其中的民族文化特质，认识我们的民族性
格。
　　3.遗忘与抢救：国俗现状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国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全面冲击，许多优秀的传统民俗已经消失，有的则被彻底改造，失去了自己的真正内涵。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以及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国许多传统的民俗事象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
正在迅速消失，有的在挣扎，有的已经只剩下只字片语，让许多热心于传统的国人为之嗟叹不已。
　　最明显也是目前议论得最多的，就是传统节日的消失与改变。
许多传统节日，如上巳节、填仓节、浴佛节等等已经渐渐湮没无闻，人们不但不再过这些节，连提也
很少提起了。
而现存的一些节日，其蕴涵的民俗文化价值也在逐渐流失。
人们提起节日，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吃，以致有人感叹：“现在的传统节日就只剩下吃了。
”人们对为什么过这个节、过这个节的意义是什么往往都不甚了了。
而年轻人的注意力，也都转向了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日上，过洋节已经与过春节、中秋一样，成为
他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的人生礼仪也受到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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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日已经以西方的吹蜡烛、吃蛋糕为主打项目，有些地方即使依照传统礼仪大操大办，也往往以收
礼为目的，传统过生日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已经荡然无存。
　　尤其应该重视的是许多传统手工艺、传统曲艺正面临着衰落、消失的危险。
随着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已经对传统手工艺、传统曲艺不再欣赏，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传统艺术创
作，直接导致这些传统国俗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识之士已经迅速行动起来，呼吁对传统国俗进行保护与抢救，掀起了一
阵阵国俗热。
人们也认识到了传统国俗的价值，民俗旅游已经成了一种时尚。
2006年6月2日，国家公布了首批一共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古琴、昆曲、维吾尔族的曲艺——木
卡姆和蒙古族的长调民歌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一些省市也相继公布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对于一些即将消失的手工艺、曲艺，政府也正在抓紧抢救，为其安排继承人进行学习。
传统国俗的保护已经出现充满希望的前景。
　　第贰章　国俗最集中的体现：岁时节日民俗　　1.年年年尾接年头：过年的活动　　百节年为首
，传统的过年包括除夕和春节，除夕之前要做好诸多准备，春节之后又有诸多庆祝，前前后后要持续
很长时间。
　　每年除夕和春节相连，统称为过年，是一年中最为重大的节日，全国百姓都十分重视。
一般百姓平时家里再穷，也要把年过好，所以过年之前要有一系列的准备。
很多人家从腊月初一就开始忙碌了，但最主要的还是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
　　腊月二十三是灶君上天述职的日子，家里要准备祭品恭送灶君上天，祭灶之后一直到除夕这段时
间，诸神上天，人们怎么做都无所谓冲撞神煞，所以这些天都是吉日，结婚、扫房都百无禁忌。
当然这段时间最重要的还是为过年做准备。
首先要打扫庭院，即扫尘，其次是做年节食品，再就是置办年货，几乎天天都有相应的准备事宜，北
京人还将其编成了顺口溜：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
去割肉；二十七，去宰鸡；二十八，白面发；　　二十九，满香斗；大年三十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
走。
　　这些歌谣看似简单，但还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一些食物，准备得早了，容易放坏，如果准备得太晚，到过年时就不一定能买得上。
　　到了大年三十，好不容易准备完毕，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分享一年的劳动成果，其乐融融
。
除夕晚上要熬夜守岁，长辈给晚辈压岁钱。
到了大年初一，就又是新的一年了。
　　俗话说：“未出正月就是年。
”春节的庆祝活动往往要持续到正月底，至少也要到元宵节前后。
这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有活动。
大年初一、初二是拜年日；初三是小年朝；初四是迎神日；初五是财神生日，商铺开始重新营业；初
六（或初五）送穷；初七是人胜节，纪念人祖女娲；初八是谷子生日，还是祭星的日子；初九是玉皇
大帝的诞辰；初十是石头生日，要给石头“放假”；十一是岳父宴请女婿的日子；从十二开始，人们
搭彩棚，准备元宵灯会，直到正月十六灯会结束。
此外，正月里有时还有立春节，到了二十前后还有天穿节，二十三还有填仓节，各地在正月里还有社
火⋯⋯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春节的延伸。
　　2.恭送灶君保平安：祭灶　　祭灶就是小年，是民间送灶神上天的日子，人们在这天祭祀灶神，
希望他上天之后为人间多美言几句，让玉帝给人间多降福祉，以使来年又是一个平安祥和年。
　　在中国古代，诸教并存，先民崇拜或敬祀的神灵繁多，而其中灶王爷则是和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
一个。
他与所在的人家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屋，百姓的一举一动似乎都被他看在眼里，所以百姓相信他就
是玉帝派到各个家庭的“特派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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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他每年上天一次，向玉帝禀报人间的好坏，而玉帝则根据他的禀报来确定来年人间的凶吉。
　　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就在腊月二十三（南方认为是腊月二十四，或官府二十三、民间二十四），由
于灶君此去关系到来年的好坏，人们自然格外重视，家家户户都要在这天祭祀灶王爷，送他高高兴兴
上路。
　　祭灶时，人们在灶王爷神像前摆上供桌，除了焚香燃烛外，还要供上清水和祭灶果。
因为玉帝曾罚灶君不得饮酒，所以送灶不能供酒。
祭灶果又称胶牙饧或糖瓜，供它是为了让灶王爷尝到甜头，粘住他的口，免得在玉帝面前说人间坏话
。
有的地方则是用糖涂灶王爷嘴，用意也是一样的。
此外，还要用竹篾扎成马和草料，或者购买纸糊的轿子以便灶王爷乘坐。
有的家里还要摆上几个鸡蛋，说是为了打点灶王爷的手下——狐狸和黄鼠狼。
　　祭完之后，人们将旧的灶君神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草料、纸轿子一起焚烧，这时一家人围着火
堆一边磕头一边祷告，祈祷灶王爷能平安上天，多进美言，这就是“送灶”。
此后要等到初一（或除夕夜）再贴上新的灶君神像，这就是“接灶”。
　　祭灶之后两天，玉皇大帝就要亲自下凡，视察人间善恶，所以人们又要焚香烧纸“迎玉皇”，这
天人们都谨慎行事，以免触怒玉皇而带来凶年。
　　祭灶节又称“年关”，是清欠债务的最后期限，穷人们无法还钱，只好出门“躲年关”，等到大
年三十贴了门神对联再回家，因为有“年三十贴花门”之后外人不得进门的规矩，债主也不敢冲撞神
灵，所以人们常说“要命的祭灶，救命的春联”。
在穷人眼中，祭灶不是节日，而是“灾日”。
　　3.除旧布新过大年：扫尘　　二十四，扫房日。
扫尘是过年之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人们都希望在过年之前将房间彻底清扫，扫出晦气霉运，心情舒畅地过大年。
　　年前扫房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在岁除日击鼓驱逐疫鬼的风俗，这种风俗逐
渐演变成了年底的大扫除。
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年终大扫除的传说。
　　传说以前人身上都附有三尸神，他经常给玉皇大帝打小报告，说人间的坏话。
有一次他甚至说人间要谋反天庭，惹得玉帝大怒，立即命令他写下说坏话人家的罪行，再让蜘蛛结张
大网，挂在屋檐下。
玉帝又命王灵官在除夕之夜下界，凡见到三尸神做了记号的人家，就满门抄斩。
三尸神见阴谋即将得逞，自己可以独占人间了，就飞快下凡，将每户人家的墙上都做了记号。
灶君发现了三尸神的阴谋，急忙找来各家的灶王爷商量对策：要求每家每户从送灶之日起，到除夕前
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千干净净。
人们急忙照做，等王灵官大年夜奉旨下界察看时，发现家家户户窗明几净，没有任何标记，百姓安分
守己，辛勤劳动。
玉帝从王灵官和灶君嘴里得知三尸神冤枉好人，怒火万丈，将三尸神永押天牢。
从此，心地善良的灶君受到大家的拥戴，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二十四扫尘也随之成为民间的传
统习俗。
　　对扫尘还有一种说法，因为二十三送灶之后，诸神都上天述职了，人们在家里翻箱倒柜也不用害
怕触犯神灵，所以二十四是个扫尘的好时机。
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在人们扫尘已经不再局限于腊月二十四这一天，一般从腊月中旬就开始了。
由于扫房带着扫除晦气的意思，所以扫房时一般人家都是全家老少齐上阵。
虽然成年人是扫房的主力，但小孩和老人也都会搭把手，为自己讨个吉利。
　　扫尘之前，家里要多准备一些饭菜，因为打扫的时候说不定连锅都取下来了（要剃去锅灰），所
以要预先做好中午饭。
扫尘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屋里的家具摆设最好搬出去擦洗，以便将家里的每个角落打扫得
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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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完毕之后，家里再贴上新的窗花、年画，家里焕然一新。
家人也心情舒畅，欢欢喜喜地迎接新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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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编写方式上，《图解中国国俗》采用了独特的图解手法，而且图版编排比以往更加灵活，还引
入了两只可爱的小福鼠和与中国传统家庭关系最密切的灶王爷，他们不时插科打诨，引领大家在愉快
的阅读中畅游多姿多彩的传统民俗世界，同时为大家送去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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