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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民俗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包罗万象。
丰富到不能一一列举，不胜枚举的程度，单就分类而言可见一斑。
生活民俗，礼仪文化，节日习俗，民族风情等等很多很多。
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民俗不是附着在生活表面上的，而是都蕴含着深深的文化内涵，映射着时空烙印
，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支奇葩。

本书共分六章，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我国传统民俗。
相对于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宝库来说，本书无异于以蠡测海，属冰山一角，但我们尽量以有限的篇章
给想了解我国传统民俗的读者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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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剩下的动物里，大伙儿原来都推举牛当老大。
老鼠不甘心，它窜到牛背上，说：“我能驾驭牛，我应该当老大！
”猪也在一边跟着起哄，这样大伙儿便糊里糊涂地让老鼠坐了第一把交椅。
龙和老虎不服气，被封为海中之王和山中之王，排在鼠和牛的后面。
但是这样兔子又不服，提出和龙赛跑，结果兔子赢了，又排到龙的前面。
狗一看恼了，一气之下咬了兔子，结果被罚在后面。
其他各种动物也都经过了一番较量，一一排定座次，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顺序。
长期以来，十二生肖被涂上了一层迷信的神秘色彩。
过去民间认为生肖、属相与一个人的命运有极大的关系，由此形成许多迷信与禁忌。
比如，青年男女都愿意在龙年生儿育女，因为龙年生下的孩子都是“龙子龙孙”。
又如，民间认为属龙的和属虎的男女不能婚配，有“龙虎不相容”之说；属羊的与属鼠的也不能婚配
，有所谓“羊鼠一旦休”的说法；鸡狗相配则鸡犬不宁，虎羊相配则羊入虎口，蛇马相配是蛇缠马脚
等等。
这种无稽之谈早在东汉时就受到了批判，这种迷信自相矛盾，毫无道理。
人们对自己所属的动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属龙的喜欢夸耀自己是“龙的传人”，属猪的不准别人说
猪的坏话。
这种感情原来十分正常，但在历史上，在一些有权势的人物那里，也演变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
事来。
元朝仁宗有一年忽降圣旨，在大都（北京）城内外，禁止倒提鸡，探其究竟，原来鸡是他的属相。
明朝时武宗属猪，有一年也下令“严禁畜猪”，违者充军。
北宋时，徽宗属狗，他诏令天下，严禁杀狗。
当时狗肉同牛肉、羊肉一样，是民间常用的肉食。
太学生们闻讯十分不满，便一起去抗议，他们质问道：“神宗皇帝（即徽宗之父）生于戊子年，肖生
为鼠，为何当时不禁养猫？
”这质问非常有力，皇帝也无言以对。
可历史上偏偏还有一位不准人家养猫的。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永某氏之鼠》，说一个人属鼠，就不准家里养猫和狗，更不准僮仆打
鼠。
于是这家便成了鼠的乐园，家具全被老鼠咬坏，衣服也没一件好的，连平日吃的也都是老鼠吃剩下的
东西。
尽管如此，此人还是不改初衷，直到后来此人搬了家，别人才大举灭鼠，杀鼠无数。
生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为我国所独有。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生肖文化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法国人按十二个月来计算生肖，生肖物是天上的星座。
一月份出生的人属摩羯星座，其余按月依次为水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
天秤、天蝎、人马星座。
这十二个星座也主要以动物来命名。
缅甸人以一周的日子来计算生肖，星期一出生的人属虎；星期二属狮子；星期三上午出生的属双牙象
；下午属无牙象；星期四属老鼠；星期五属天竺鼠；星期六属龙；星期日属妙翅鸟。
越南与柬埔寨的生肖与中国的基本相同，也以年头计算生肖，只是越南用猫代替了中国的兔。
墨西哥的十二生肖与我国相似，称为“十二兽历”，其中虎、兔、龙、猴、狗、猪与我国完全相同，
其余六种是当地常见的动物或古代多见的动物。
古代巴比伦与希腊、埃及的十二生肖也与我国大体相似，但是没有猪和鼠。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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