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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俗本身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生活的周围仍然随处可见传统风俗烙印。
虽然有些古代风俗已经在历史中湮没，但弄清它们的真相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仍然有着重要的
学术价值。
有些风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已经逐渐改变了形式，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了解这些风俗传承与演变的轨迹，不仅是文化学术界热切关注的课题，也是每一位华夏子孙位
感亲切，能够从中发现知识和乐趣，增添历史文化修养的最好途径。
而有些风俗，迄今依然保持了古朴的风貌，我们仍然可以在今天的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延续。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
本书按风俗的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节目、服饰、婚姻、饮食、居民、地方风俗、丧葬等几个大项，
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力图全面、生动地展现不华民族的风俗习尚和生
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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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7.春节有哪些习俗?    在欢度传统的新春佳节时，中国有不少有趣的习俗，为节日增添了斑斓的色
彩。
    踩岁  在一些地区，除夕夜将芝麻秸铺在大门的过道上或院子里供人踩踏，谓之“踩岁”。
因芝麻开花节节高，且芝麻粒多，此俗含有“寿高多福”之意。
现代人将花生壳、瓜子丢在地上，踏上去啪啦作响，亦有“踩岁”之意。
    扔愁帽除夕之夜昔时有“扔愁帽”的习俗。
夜深人静之际，人们将自己戴过的旧帽子或旧头巾悄悄扔到街上。
此俗含有“扔掉一年的忧愁，迎来一年的新喜”之意。
    压岁果除夕之夜，将桔子、荔枝等果品置于床畔，谓之“压岁果子”。
“桔”、“荔”取其谐音，含有“吉利”之意。
惟压岁果当夜不食，需等到大年初一时才取而食之。
    贺年柑新春到亲友家贺年时，有的地区要带上柑子，谓之“贺年柑”。
“柑”又称“大桔”，取其谐音，有“大吉”之意。
主人收下大桔后，又以自家的大桔回赠，意为“互相吉利”。
    18.庙会是怎样形成的?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
这些名称，可以说正是庙会形成过程中所留下的历史“轨迹”。
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
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人中国。
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
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
而在唐宋时，则又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释迦牟尼诞日庆典、坛
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等。
    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
二是争取信徒，招徕群众。
为此在其宗教仪式上均增加了媚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
这样，不仅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而且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
为了争取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
北魏时佛教盛行的“行像”活动就是如此。
    所谓“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又称“行城”、“巡城
”等。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
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
多时，佛像有千余尊。
出行时的队伍中以辟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
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
并渐次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
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衰落，很少见于记载。
    除了佛、道二教的“行像”，他们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
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
    原来属于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
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
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团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
这样，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了。
    而这些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也就是说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协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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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
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
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使庙会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
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
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
    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
时，逐渐融人集市交易活动。
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
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性活动。
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过年内容。
但各地区庙会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各具特色。
    19.元宵节为什么又叫灯节?    每年中国农历(中国旧时计算时间的历法)正月十五都是中国人民传统的
元宵节。
元宵节的得名，是因为它的节俗活动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元)的十五日夜(宵)举行而来。
    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为在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夜晚放灯。
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
    每逢元宵节，全国家家户户都要挂彩灯，放焰火；大街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花灯，东北和新疆等寒
冷地区，还要制作晶莹剔透的冰灯。
到了晚上，全家还要围坐在一起，品尝美味的元宵。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大约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汉朝初，正月十五这天，汉家要祭祀一位曾有恩于汉帝
的神明，这位叫“太一”的神明据说地位还在五帝之上，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
到了汉明帝时，因皇帝曾敕令元宵燃灯，这才形成了后世张灯、观灯的习俗。
    如今，张灯、观灯的习俗已经成为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了。
    20.你知道灯节的来历吗?    中国农历十一月到来年的一月十五日，这岁尾年头的两个月时间，都属于
“过年”和“春节”的历程。
过了正月十五日，就算告一段落了。
    正月十五日是人们普天同庆的日子，其中却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原来这节日的来历与中国汉代初
一段平息皇室叛乱有关。
    汉代皇帝刘邦的皇后是吕后，她是当时皇朝贵族中一个狠毒而又淫荡的女人。
皇帝一死就杀尽一切从前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功臣，起用她的亲戚掌权。
    但是，后来还是被皇帝的旧臣诛灭。
新皇帝登基，觉得天下重享太平，极是难得，因而在岁首找一个好日子与民同乐。
    听说当年讨平叛乱是在正月十五日，恰好这一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所以就决定每年正月十五日出
宫游玩，所以名为“元宵节”。
从此以后，代代相传，每年正月十五日便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欢乐节日。
    元宵是一年中的头个满月日，又叫“元夕”、“元夜”。
这一天的节目以花灯为主，所以也叫“灯节”。
另外有个名字叫“上元节”，这是根据中国道教的说法。
    道教所称的三官大帝，是主管人间祸福的三个神灵，他们各有当令轮值的日期，天官当令是“上元
节”，地官当令是“中元节”，人官当令是“下元节”，其中以天官为首，所以人们非常重视这个“
天官赐福”的日子。
    “上元”，又叫“灯节”。
据说是起源于中国汉朝元月观灯的风俗。
    原来汉朝在这一天，举行太一神(北极星)的祭典，张灯结彩，通宵达旦。
另外一说是与唐太宗和升学灯有关。
传说，唐代皇帝鼓励读书风气，民间都把小孩送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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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第一个节目叫“开灯”，那是把先做好的一只精巧的花灯，带到学校去，请一位博学的老先生
替他点起来，象征前途光明。
从前的私塾，多半在正月十五日稍后开学，因此开学的花灯，便成为“上元节”的点缀。
    灯节在中国古代唐宋时最为热闹，到处张灯结彩，仕女嬉游，通宵达旦。
    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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