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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影响力休闲农业节庆》

内容概要

《《魅力城乡》系列丛书:中国最有影响力休闲农业节庆》包括：第一章，花卉节庆——收获花儿一样
幸福；第二章，采摘节庆——体验收获果实的喜悦；第三章，民俗节庆——发现民族文化的瑰宝；第
四章，旅游节庆——找回迷失的本真；第五章，文化节庆——加入文化经济的大融合；第六章，美食
节庆——品尝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 
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汇集各类休闲农业节庆的精典全书。它不仅有可读性，而且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如数家珍、遍知农业节庆。如果根据的提示，去参加你所喜爱的
节庆活动，一定会让心情放飞，寻觅到那一份温馨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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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恩施女儿会——队歌为媒 自由相亲 土家女儿会保持着古代巴人的原始婚俗遗风，
是偏僻的土家山寨与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相对立的一种恋爱方式。女儿会的参加者大多是未婚的青年男
女，他们通过对歌的形式寻找意中人或与恋人畅诉衷情。女儿会上，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佩戴自
己最好的金银首饰。姑娘们把用背篓背来的土产山货摆在街道两旁，自己则坐在倒放的背篓上，等待
意中人前来挑选中意的货物。小伙子们斜挎一只背篓，形如漫不经心的游子，三五成群地和姑娘搭讪
。待双方话语投机，情投意合的时候，就去街外的丛林中开始通过女问男答的对歌形式，互通心曲，
一定终身。 相传清雍正年间，石灰窑有一薛姓人士外出经商，于7月11日返家祭祖。薛乡士的妻女设
宴为其接风洗尘，酒酣，薛对9个女儿说：“明日你们姐妹可理头善妆，上街赶场，游玩一日，平时
不可”。7月12日一早，姐妹九人梳理打扮一新，上街游玩，赶场者惊羡不已、争相传告。由于“十个
棚”（石灰窑原名）的大户人家女儿都上街游玩，姑娘们纷纷效仿，于是每年7月12日这一天姑娘们都
来赶场（会），小伙子们因可在这一天和姑娘们见面，以表爱慕之意，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形成了女
儿会。 特色活动：女儿会以“以歌为媒、自由相亲”为主题，在梭步垭、大峡谷举行赶场相亲活动，
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未婚青年来“相亲之都”共度“土家情人节”。在城区有民间文化艺
术大师表演传统节目，演出大型舞台剧《女儿会》；举办民间手工艺品展销会；主推恩施“三宝”，
即绣花鞋垫、西兰卡普和千层底布鞋，并向游客们展示精细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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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列丛书:中国最有影响力休闲农业节庆》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汇集各类休闲农业节
庆的精典全书。内容包括：花卉节庆：幸福像花儿一样、采摘节庆：体验收获的心情、民俗节庆：乡
土文化的瑰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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