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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简洁明了，通俗而又生动的语言，向读者朋友介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姓氏渊源、传
统饮食文化、民间体育游戏、传统礼仪、传统民居等诸多民风俗情。
每一部分内容都精挑细选，非常具有代表性，还穿插了许多精美的图片，旨在立体、形象地展示博大
厚重的中华民俗。

　　本书是一部展现中华民俗民风的百科全书，阅读此书，犹如欣赏一幅幅浩瀚、生动的中华民俗风
情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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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济南大学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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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评剧评剧是流传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汉族戏曲剧种，是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
之一。
早在19世纪末，河北唐山一带的贫苦农民于农闲时以唱莲花落谋生，莲花落又称“落子”，是一种长
期流行在民间的说唱艺术，评剧就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评剧成为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则在辛亥革命前后。
当时舞台上已有文明戏和话剧演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剧作者，同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已传播到了文
艺圈子，一这就促使评剧这个新兴的剧种也产生了第一代的剧作家成兆才等。
成氏原系莲花落艺人，他受到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艺术上具有革新创造的精神，于是就以他的剧
作把莲花落演变成了蹦蹦戏，又从蹦蹦戏演进为评剧。
早期剧目如《马寡妇开店》、（（花为媒》、《卖油郎独占花魁&gt;等，都是评剧的奠基戏。
 ●秦腔  秦腔是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
周朝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
秦腔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咣咣”声，俗称“桄桄子”。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盛行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
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豪放、夸张。
秦腔唱腔分为欢音、苦音两种，前者表现欢快、喜悦情绪，后者抒发悲愤、凄凉情感，唱腔音乐丰富
多彩、优美动人。
主奏乐器为板胡，乐音尖细而清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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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俗全知道》展现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解读中华民族智慧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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