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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文化知识手册》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该书将农村不同的传统文化形式汇集成册，全书分七章，内容包括对联、十二生肖、节气、民间故事
、谚语、戏曲、名言名句等。
突出了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力图在尺幅之间展现广大的文化天地，使读者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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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诗文飞入百姓家——对联第一节 对联的起源第二节 对联的种类春联(3)—节日联(3)—婚联(3)—
寿联(4)—庆贺联(4)—挽联(5)—交际联(5)—堂联(5)—名胜联(5)—书画联(6)—行业联(6)—灯联(6)—艺
术趣联(7)—其他联(7)第三节 对联的写法字数相等(7)—词性相对(8)—节奏—致(8)—平仄对仗(9)第四
节 对联的对仗正对(9)—反对(10)—串对(10)—工对(10)—邻对(11)—宽对(11)第五节 对联的书写格式和
使用对联的横批(11)—对联的称谓和落款(12)—加盖印章(13)—对联的书写格式(13)—对联的张贴(13)第
六节 对联选粹实用新春联(14)—婚联(51)—嫁女联(55)—寿联(55)—宅第联(61)—乔迁联(69)—庆贺
联(73)—挽联(79)—行业联(82)—趣味技巧联(88)第二章 中国人的动物情结——十二生肖第一节 十二生
肖的由来第二节 十二生肖与中国文化鼠(105)—牛(107)—虎(108)—兔(109)—龙(110)—蛇(112)—马(114)
—羊(115)—猴(116)—鸡(118)—狗(119)—猪(121)第三节 十二生肖与民俗鼠(122)—牛(123)—虎(124)—
兔(125)—龙(125)—蛇(126)—马(127)—羊(128)—猴(128)—鸡(129)—狗(130)—猪(130)第四节 十二生肖
与成语鼠(131)—牛(131)—虎(132)—兔(133)—龙(134)—蛇(135)—马(136)—羊(138)—猴(138)—鸡(139)—
狗(140)—猪(140)第五节 十二生肖与春联鼠年春联(141)—牛年春联(142)—虎年春联(142)—兔年春
联(143)—龙年春联(144)—蛇年春联(145)—马年春联(145)—羊年春联．(146)—猴年春联(147)—鸡年春
联(148)—狗年春联(150)—猪年春联(151)第三章 人间节日知多少——节日、节气第一节 中国传统节日
腊八节(152)—送灶日(153)—春节(154)—元宵节(156)—填仓节(157)—龙抬头(158)—花朝节(159)—寒食
节和清明节(160)—端午节(161)—夏至节(162)—晒衣节(162)—七夕(163)—鬼节(164)—中秋节(165)—重
阳节(167)—寒衣节(168)—冬至节(168)—藏历年(169)—雪顿节(169)—那达慕(170)—火把节(170)—刀杆
节(171)—泼水节(172)—吃虫节(172)第二节 国际国内节日与主题日元旦(173)—北平和平解放(174)—世
界湿地日(174)—全国爱耳日(174)—国际妇女节(175)—植树节(17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75)—国际消
除种族歧视日(176)—世界睡眠日(176)—世界水日(176)—世界气象日(177)—世界防治结核病日(177)—
世界卫生日(177)—世界地球日(178)—世界知识产权日(178)—国际劳动节(178)—青年节(179)—全国碘
缺乏病宣传日(179)—世界哮喘日(179)—世界红十字日(180)—国际护士节(180)—母亲节(180)—国际家
庭日(181)—世界电信日(181)—国际博物馆日(181)—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82)—全国助残日(182)—世界
无烟日(182)—国际儿童节(182)—世界环境日(183)—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183)—世界难民日(183)
—国际奧林匹克日(184)—父亲节(184)—全国土地日(184)—国际反毒品日(184)—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
日(1 85)—世界人口日(185)—“八—”建军节(186)—国际扫盲日(186)—世界新闻记者日(186)—教师
节(187)—国际保护臭氧层日(188)—国际和平日(188)—国际爱牙日(188)—国际聋人节(188)—世界旅游
日(189)—国庆节(189)—世界动物日(189)—世界人居日(世界住房日)(189)—全国高血压日(190)—世界
邮政日(190)—世界标准日(190)—世界粮食日(191)—联合国日(191)—世界预防艾滋病日(192)—国际残
疾人日(192)—国际志愿人员日(192)—世界人权日(192)第三节 二十四节气 ⋯⋯⋯⋯⋯⋯⋯⋯⋯⋯⋯⋯
⋯⋯⋯⋯⋯⋯⋯⋯节气的名称与分布(193)—二十四节气的释义(194)—节气的作用与影响(196)第四章 
探寻文学的源头——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第一节 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三节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集粹女娲补天(101)—夸父追日(202)—苍颉造
字(202)—炎黄子孙(203)—大禹治水(204)—二郎捉太阳(205)—牛郎织女的故事(206)—柳毅传书(208)—
月下老人(209)—八仙过海(210)—刘海戏金蟾(211)—东方朔喝不死酒(212)—赵州桥的传说(213)—龙女
拜观音(214)—蓝田玉(216)—水仙花的传说(218)—高山流水(220)—油炸桧(221)—人面桃花(223)—宰相
肚里能撑船(224)—“天理良心”的故事(225)—宝罐的故事(230)第五章 民族语言的精华——谚语⋯⋯
⋯⋯⋯⋯⋯⋯⋯⋯第一节 谚语的概念和基本特征⋯⋯⋯⋯⋯⋯⋯⋯⋯⋯⋯⋯⋯⋯⋯第二节 谚语的起
源与发展 ⋯⋯⋯⋯⋯⋯⋯⋯⋯⋯⋯⋯⋯⋯⋯⋯⋯第三节 谚语的学习和研究 ⋯⋯⋯⋯⋯⋯⋯⋯⋯⋯⋯
⋯⋯⋯⋯⋯⋯第四节 谚语选粹⋯⋯⋯⋯⋯⋯⋯⋯⋯⋯⋯⋯⋯⋯⋯⋯⋯⋯⋯⋯⋯⋯修养谚(241)—社交
谚(245)—事理谚(249)—生活谚(254)—风土谚(259)—自然谚(260)—农副谚(261)—工商谚(263)—文教
谚(264)第六章 说书唱戏晓喻人——戏曲和曲艺⋯⋯⋯⋯⋯⋯⋯⋯第一节 戏曲和曲艺 ⋯⋯⋯⋯⋯⋯⋯
⋯⋯⋯⋯⋯⋯⋯⋯⋯⋯⋯⋯⋯戏曲(265)—曲艺(267)第二节 戏曲主要剧种简介 ⋯⋯⋯⋯⋯⋯⋯⋯⋯⋯
⋯⋯⋯⋯⋯⋯⋯昆曲(268)—京剧(269)—北京曲剧(270)—评剧(270)—河北梆子(271)—保定老调(271)—
哈哈腔(271)—平调落子(272)—丝弦(272)—唐剧(273)—晋剧(273)—上党梆子(274)—蒲州梆子(274)—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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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275)—二人台(275)—辽南影调戏(276)—喇叭戏(276)—吉剧(276)—龙江剧(277)—秦腔(277)—陕西碗
碗腔(278)—眉户戏(278)—陇剧(279)—宁夏花儿剧(279)—青海平弦戏(279)—新疆曲子戏(280)—吕
剧(280)—柳子戏(281)—山东梆子(281)—五音戏(282)—莱芜梆子(282)—茂腔(282)—柳琴戏(283)—豫
剧(283)—河南越调(284)—河南曲剧(284)—河南道情(285)—锡剧(285)—淮剧(285)—扬剧(286)—苏
剧(286)—黄梅戏(287)—徽剧(287)—庐剧(288)—泗州戏(288)—风阳花鼓戏(288)—沪剧(289)—滑稽
戏(289)—越剧(290)—婺剧(290)—绍剧(291)—睦剧(291)—瓯剧(292)—赣剧(292)—江西采茶戏(293)—闽
剧(294)—莆仙戏(295)—梨园戏(295)—高甲戏(296)—芗剧(296)—粤剧(297)—潮剧(297)—广东汉剧(298)
—西秦戏(298)—正字戏(299)—白字戏(299)—歌仔戏(299)—琼剧(300)桂剧(300)—彩调剧(301)—广西壮
剧(301)—湘剧(302)—祁剧(302)—巴陵戏(303)—长沙花鼓戏(303)—汉剧(304)—楚剧(304)—荆州花鼓
戏(305)—川剧(305)—滇剧(306)—云南花灯戏(306)—傣戏(307)—白剧(307)—彝剧(308)—黔剧(308)—贵
州花灯戏(309)—藏剧(309)第三节 曲艺主要剧种简介京韵大鼓(310)—北京琴书(310)—北京单弦(311)—
乐亭大鼓(311)—梅花大鼓(312)—十不闲莲花落(313)—岔曲(313)—拆唱八角鼓(314)—太平歌词(314)—
奉调大鼓(315)—平谷调(315)—十不闲(316)—西河大鼓(316)—天津时调(317)—东北大鼓(317)—二人
转(318)—太平鼓(318)—山东大鼓(319)—山东琴书(319)—河南坠子(319)—河洛大鼓(320)—陕北说
书(320)—苏州评弹(321)—上海说唱(321)—独脚戏(322)—四川清音(322)—四川扬琴(323)—福州评
话(323)—风阳花鼓(324)—广东粤曲(324)—锦歌(325)—南词(325)—长阳南曲(326)—长沙弹词(326)—湖
北小曲(326)—南音(327)—广西文场(327)—云南杨琴(328)—大本曲(328)—兰州鼓子(329)—青海平
弦(329)—蒙古族曲种“好来宝”(3330)—藏族《格萨尔王传》说唱(330)—维吾尔族曲种“达斯坦
”(331)—相声(331)—评书(332)—小品(333)—山东快书(334)—四川评书(334)—四川金钱板(335)—扬州
评话(335)—快板书(336)—数来宝(336)—天津快板(337)—双簧(337)—拉大片(338)第七章 走进文学的殿
堂——中国文学名著赏析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339)—《西游记》(342)—《三国演义
》(344)—《水浒传》(347)—《隋唐演义》(351)—《说岳全传》(352)—《杨家将演义》(353)—《呼家
将》(354)—《三侠五义》(355)—“三言”(356)—“二拍”(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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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农村文化知识手册》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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