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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职高专教育观光农业系列教材之一。
在借鉴和吸收民俗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高专教育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民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重点介绍中国当代社会尤其是在乡村人们的生活中
存续的优良民俗以及一些虽然已经不再流行，但仍然影响深远，有着重要价值的民俗。
同时，对外国民俗作了简要概述，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既适合作为观光农业、旅游管理、生态旅游等专业民俗与旅游课程的教材，也适合其他专业师生
及旅游从业人员、旅游爱好者、民俗文化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教材由北京农学院部分师生参与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由侯芳梅编写
；第四章、第七章由侯芳梅、宏梅编写；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由马亮编写；第十章由宏梅编写。
田爽、杨晶晶参与了部分书稿的打印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专著和教材，北京农学院的很多老师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照片。
同时得到了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和气象出版社方益民编辑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时问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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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概论》在借鉴和吸收民俗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高专教育培养高等技术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要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民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重点介绍中国当代社会尤其是在
乡村人们的生活中存续的优良民俗以及一些虽然已经不再流行，但仍然影响深远、有着重要价值的民
俗。
同时，对外国民俗作了简要概述。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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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节日仪礼需要的惯制这是饮食民俗中最具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部分。
它是人们为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如庆丰收、亲朋好友团聚联谊等而约定俗成的习俗，有节日食俗与人
生礼仪食俗两大类。
节日食俗以春节最富精彩，不同节日有各自的食俗特色。
如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吃冷饭，端午食粽子、饮雄黄酒，中秋吃月饼。
人生礼仪食俗多为宴食，宴席上的座次、饭菜品质、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酒令的内容与方
法、参加男女人数等都有不同的惯例。
在人生的种种礼仪中，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相应的饮食习俗惯制。
如过生日，少不了生日蛋糕；老年人庆寿，离不开长寿面；婚礼上新婚夫妇要饮交杯酒，要吃同心莲
；葬礼上，有的地方要吃“豆腐饭”，不可吃荤菜等等。
3.祭祀上的饮食惯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古、敬祖、敬神的传统，人们企盼通过食物来沟通现世界与
彼岸的联系，所以在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时，都要有“牺牲”供奉各种神灵和祖先，遵循一定的饮食惯
制。
如云南兰坪白族信奉“天鬼”，祭天时设立祭天台，杀牛献祭，祭祀完毕，牛肉牛皮分给各家各户享
用。
青海河湟地区治丧期间，要每晚烧一锅粥洒于屋四周及空旷地。
我国地域广大，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物产资源有许多差别，菜肴的制作、口味也有诸多不同。
由于对菜系的理解不同，至今我国有多少菜系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常见的有三种划分方法：一是四大菜系，即淮扬菜、川湘菜、粤菜、京菜，或鲁菜、川菜、苏菜、粤
菜；二是八大菜系，为京菜、鲁菜、苏菜、徽菜、川菜、湘菜、粤菜、闽菜；三是十大菜系，即上述
八大菜系加沪菜、鄂菜。
其他如豫菜、秦菜及东北菜等也都较有地方特色，少数民族的风味饮食更是别具一格。
众多地方风味与菜系支撑起中国菜的丰美形象，中国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烹饪王国。
中国众多的地方风味与菜系如果稍加归纳，可以按其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以下介绍的京菜与鲁菜、苏菜与徽菜、川菜与湘莱、粤菜与闽菜分别是我国北方、东方、西方与南方
地方风味的代表，少数民族风味饮食则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
当然，现代社会由于文化的繁荣和交通的便利，地方风味与菜系已不再属于某一地区的专利，在一些
大城市中，固守一地吃遍天下已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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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概论》：观光农业系列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