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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它从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需要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中外民俗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
的知识和方法，从纵向到横向、从理论到实践、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外农业、牧业
、渔业、工商、交通、饮食、居住、服饰、人生礼仪、社交礼仪、岁时节日、象征、宗教信仰、民间
文学、民间科技工艺、游娱等民俗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在尽可能囊括中外主要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删繁就简；阐述深入浅出，
生动实用。
全书内容丰富，言简意赅，适用面广，既可作为高职高专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材，又可供其他专
业师生、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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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1.3.1 政治原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绝对的、单纯的民俗事象，它体现了该民族、国家
的社会政治要求，并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反映。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一方面采取愚民政策，一方面采用压制手段
，使民俗适合自己的需要。
如我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都对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从
婚丧嫁娶、社交礼仪以及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信仰及禁忌，都充满了该历史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
意识。
1.1.3.2 经济原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基础始终在决定着上层建筑。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对民俗的产生、发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比如，目前欧美的大部分民族已进入现代社会，甚至是后现代社会，亚洲的许多民族正在步入现代社
会。
但世界上仍然有一些民族生活在前现代社会或原始社会，由于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同，从而产生了与之
相适应的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1.1.3.3 地域原因民俗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和选择性，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
民俗。
不同地域的民族无论是居住、服饰、婚丧、交通、饮食等民俗都各不相同。
就居住而言，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环境的影响必须“逐水草而居”，所以至今还居住在容易搬迁
的帐篷式的“蒙古包”里，西北黄土高原的人们则住窑洞住宅；就服饰而言，行进在大漠之中的阿拉
伯人习惯穿传统的宽大长袍，生活在恒河两岸的印度妇女则身着沙丽；丧葬习俗也各有千秋，丧葬方
式有土葬、天葬、水葬等，丧葬礼仪也有所不同，新加坡人办丧事悲痛欲绝，印度尼西亚巴厘人则把
丧事当作白喜事办，热闹非凡。
1.1.3.4 信仰原因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民俗的影响非常深刻，很多重要民俗都与民间信仰或
宗教信仰有关。
由于人们对天地、日月、星辰、水火、雷电等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崇拜，对虎、鸟、蛇、桃树、柏树
等动植物及图腾、祖先的崇拜，对财神、门神、河神等神灵的信仰，对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信仰，产生了五花八门的民俗，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饮食等诸方面。
如伊斯兰教禁吃猪肉，印度教禁吃牛肉。
另外，中国的许多民俗仪式都源于“天人合一”的信仰，而西方的许多民俗都源于“神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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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民俗》是高等职业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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