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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实用婚俗礼仪通书》从现存的我国各民族的婚俗习惯出发，力求客观地加以介绍，使读者
能粗略地了解、掌握我国婚姻有史以来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表现出的差异判断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变
化趋势，以便于使我国婚俗礼仪向更简捷、更健康、更经济、更文明、更具民族特色的方面发展和确
立。
　　围绕着婚姻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婚俗习惯，这些婚俗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从本质上讲，婚俗是一种文化现象。
既然是文化现象，它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俗话说：&ldquo;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
&rdquo;中国地域不同，文化的发展也有先有后，因此，文化的差异影响和造成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间
婚姻上所表现出的礼俗不同，了解和尊重这种差异会更利于保护和丰富我们仍将长久持续下去的婚姻
形式。
《民间实用婚俗礼仪通书》展现不同婚俗礼仪魅力的图文书，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华夏大地不同的婚
俗仪式、传统，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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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民间婚姻制度的变迁从杂婚到血缘婚多偶婚和对偶婚从专偶婚到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从婚姻
束缚到婚姻自由“浪漫”的现代婚姻第二章民间婚姻模式夫从妻居式妻从夫居式夫妻独居式特殊类婚
姻第三章民间婚姻的制约生理制约辈分制约血亲制约迷信制约门第制约民族制约家族制约其他制约第
四章婚姻准备刻意标志亲近示爱借助节日或其他交际机会示爱信物示爱张显示爱托请良媒相处恋爱订
立婚约确定婚礼上的角色寄柬发函装饰新房张贴婚联贺婚喜幛婚嫁贺函新人服饰准备婚礼所需用品婚
宴婚宴礼仪婚礼筹办主人应注意的礼仪第五章婚礼仪式送嫁迎亲婚庆典礼集体婚庆礼俗第六章中华民
族婚姻中的奇异礼俗奇异的民族婚姻礼俗奇异的地域婚姻礼俗第七章婚姻的终结离婚再婚丧偶第八章
民间婚俗常识媒妁媵妾续弦续亲结发婚书岳父与岳母堂客合卺洞房冲喜婚订婚戒指为什么要戴在左手
无名指上？
婚礼上为什么新娘要戴面纱婚礼上为什么新娘穿白色礼服？
婚礼上新娘为什么要站在新郎的左边新娘手花的持法情人节的礼物婚姻年份的称谓馈赠礼物的礼仪公
元1950-2020年公历与农历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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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古代遗留下的亲属称呼如舅、姑等，在我国古代不仅指父之姊妹或母之兄弟，还可指公婆，即
丈夫的父母，又可指岳父岳母&mdash;&mdash;妻子的父母而言。
《礼记&bull;檀弓下》中有：&ldquo;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rdquo;此&ldquo;舅&rdquo;字指丈夫的父亲。
《礼仪&bull;士昏礼》：&ldquo;质明，赞见妇于舅姑。
&rdquo;这里的舅姑是指丈夫的父母。
《礼记&bull;坊记》：&ldquo;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
&rdquo;此舅姑又指的是妻子的父母。
这些称谓上的混乱，反映了在古昔，舅姑&mdash;&mdash;母之兄弟 和父子姊妹曾是妇之公婆和女婿岳
父岳母，即曲折反映了姑表婚和多偶婚。
　  在许多组男女互婚的情况下，通过自然竞争的长期过程，必然形成主夫和主妻，彼此最相爱、生
活得最和谐的一对，因此就逐渐排斥了其他妻子或丈夫。
这样，对偶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如此，人类婚姻逐渐从原始群婚中脱离出来，并使通婚范围逐渐由族内婚走向族外婚，婚姻在向着健
康科学方向发展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对偶婚的形成，无疑沉重打击了本氏族组织内部任何兄弟姊妹通婚的古俗。
氏族成员只能到别的氏族中去寻找配偶，因此自然结合的多偶婚便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一此未婚少女由于被严格地要求在本氏族生活，远离另一氏族，男人不得不采取抢劫的方式或议婚购
妻，或者用其他物资交换获得妻子。
女方婚事则由氏族内部的长辈亲属负责安排。
　  氏族是由家族产生的，而家族则由本质上为氏族成员的一群人组成。
&ldquo; 因为氏族导致多偶婚的缩小，最终使它完全绝迹。
渐渐地，当氏族组织在古代社会开始占统治地位以后，对偶婚家族便在多偶婚家族内发展起来了。
当对偶婚制家族出现，多偶婚开始消灭以后，妻子遂由购买和掠夺的方法取得。
氏族在多偶婚中产生之后，却把由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组织破坏了。
&rdquo;这种买来的或抢来的妻，一般只是一个，于是对偶婚便成为一夫一妻制的前奏。
在这里，婚姻并不以双方&ldquo;感情&rdquo;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
常是母亲为女儿议婚，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告知她本人，男子在结婚以前向未婚妻的亲属送点小礼物，
结婚时也有了简单的仪式。
在氏族经济力量增大时，这种简单方式常不被接受，构成婚姻的方法和手段也有了很大变化，如抢婚
、购买妻子等。
　  在对偶婚制下，女儿往往是父母的财产，在婚姻交换中财产和新娘的价值捆绑在一起。
离婚时也全部带走。
这种抢劫、斗争得来的妻子或是用财物换取、购买来的妻子只能是独占的，于是群婚形式的多偶婚逐
渐消失。
而在野蛮时期，奴隶社会由于通过战争手段掠获的妇女较多，敌对部落男子被大量杀戮后，男女数量
失衡，也就同时出现专偶婚和一夫多妻的父权家族。
历史上许多婚俗都反映出由群婚向对偶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由多偶婚、对偶婚向专偶婚发展的过程，造成女性失去原始社会的优越地位，形成历史性的悲剧
，但它是极大的进步和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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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实用婚俗礼仪通书》围绕着婚姻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婚俗习惯，这些婚俗深深地影响着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
从本质上讲，婚俗是一种文化现象。
既然是文化现象，它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俗话说：&ldquo;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
&rdquo;中国地域不同，文化的发展也有先有后，因此，文化的差异影响和造成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间
婚姻上所表现出的礼俗不同，了解和尊重这种差异会更利于保护和丰富我们仍将长久持续下去的婚姻
形式。
本书展现不同婚俗礼仪魅力的图文书，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华夏大地不同的婚俗仪式、传统，图文并
茂，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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