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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quot;十一五&quot;规划教材&middot;中外民俗概论》主要介绍民族与民俗的
基本知识、宗教对民俗的影响、民俗与旅游的关系，重点介绍中国各民族和世界主要客源国(地)及目
的地民族的民俗，突出各民族在旅游业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民俗事象，并对旅游者所热衷的饮食、服
饰、民间娱乐、社交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扩展。
中国部分主要介绍汉族、五大自治区少数民族、西南和东北少数民族的民俗；外国部分则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民族予以介绍；对中国及国外代表性民族的民俗特色产品予以列举。
　　为方便读者对《全国高职高专教育&quot;十一五&quot;规划教材&middot;中外民俗概论》内容的阅
读、理解、掌握和应用，书中每一章的章首列出了&ldquo;学习目标&rdquo;，以便&ldquo;教有导向、
学有目标&rdquo;；章尾有&ldquo;本章小结&rdquo;、&ldquo;同步练习&rdquo;，从而能够&ldquo;及时
归纳、阶段检验&rdquo;；正文中穿插有趣味性、实用性兼具的&ldquo;知识窗&rdquo;，以利于&ldquo;
拓宽视野、提高兴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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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人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传递着美的愿望和对美的追求，
而这些审美活动都在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传统节日中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所以研究、记录民风民俗的过程，参加民俗旅游的过程，就成了体会目的地人民审美情趣的过程。
1.2.5.3 教育功能观赏民风民俗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最能满足旅游者求知、求奇、求新的欲望。
民风民俗是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经过时代的洗礼保存下来的，因而负有教育的功能。
在现实社会中，各民族总是通过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本民族人民进行传统思想教育，帮助人民学
会劳动本领和了解本民族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同时，它还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和仪态起规范作用。
千百年来，正是通过不断积累、淘汰，形成了各个民族的传统美德。
如在对汉民族古建筑的观赏中，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会让旅游者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
故宫作为中国古建筑中礼制建筑的代表，处处渗透着传统文化内容，包含敬天祀祖、皇权至上、以中
为尊、阴阳五行等文化。
等级制在建筑的高度、色彩，彩画的式样、屋顶的设计、鸱吻的数量、房屋间数的面阔进深、数字的
使用等方面都有体现，因此故宫完全是一部丰富的实体教科书，人们参观后无不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
。
1.2.5.4 交流功能旅游不仅是简单的人员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高层次的文
化交流，每个旅游者既是文化的实体也是载体。
旅游者身到异地，首先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气息，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带给旅游目的地。
这种交流是积极的、进步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民风民俗不仅教育本民族、本地区的人民，体现本民族、本地区对美的追求，而且成为不同民族、地
区之间交往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与异域人民的情感沟通。
由于民风民俗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习俗，与上层文化（如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历史观念等）相比较，
因此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更容易被人接受。
人们在体验不同文化的鲜明差异时，相互理解、尊重，寻求人类的共同点，建立起感情，消解了“文
明的冲突”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麻烦与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凸显了它的深刻价值。
1.2.5.5 娱乐功能娱乐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人类本能释放和表达情感的需要。
民风民俗是人们智慧的结晶，又供人民群众享受和利用。
民俗文化必然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其中以节日民俗和游艺民俗最为突出。
比如傣族的泼水节，这一天人们要拜佛，姑娘们用漂着鲜花的清水为佛洗尘，然后彼此泼水嬉戏，相
互祝愿。
起初用手和碗泼水，后来便用盆和桶，边泼边歌，越泼越激烈，鼓声、锣声、泼水声、欢呼声响成一
片。
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娱乐性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泼水节期间，还要举行赛龙船、放高升、放飞灯等传统娱乐活动和各种歌舞晚会。
人们通过此类的民风民俗活动，尽情娱乐、放松心情，享受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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