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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内容概要

《图解中国传统节日》内容简介：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和世
界文化的相互融合，对于现在一习三餐进出于“麦当劳”“肯德基”、被称作“无根的一代”的孩子
们，了解祖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就显得犹为重要。
《图解中国传统节日》一书，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文中以图释文，图文互注，生动地展示犹如春节
、元宵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概况、起源、庆祝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民俗风情。旨在让更多的
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有个深入的了解，也为想了解中国古老文化的外国友人打开一扇通往民俗的
窗户。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情趣，可是关于这些节日背后
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不要着急，现在就翻开这本书，随着我们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去展开这场难得
的民间传统节日回望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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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书籍目录

春节：总把新桃换旧符驱“年”逐“年”——最具民间特色的春节“二十四，扫房子”——除旧布新
的“扫尘日”杀年猪、蒸年糕——置办年货从桃符、门神到“福”字和年画“年年有余”、“五福临
门”——丰盛温馨的年夜饭辞旧岁迎新年——围炉守岁“山臊”与“爆仗”——爆竹的来源与演变“
拜盒”、“压岁钱”——充满人情味的礼节破五“填穷坑”——贫穷困苦都送走拜人祖、泥泥狗——
人胜节祭女娲抢“薪水”、赛陀螺——少数民族过大年元宵节：流光溢彩闹花灯从纪念“平吕”到火
把节——元宵节的起源和发展巫术祭祀太一神从“浮元子”到“汤圆”——元宵的前世今生汉明帝“
燃灯表佛”——掌灯的来历“隐语”游戏——最初的灯谜雏形耍龙灯、划旱船——元宵节丰富多彩的
庆祝活动“偷菜节”、“棒棒会”——少数民族度元宵独具特色清明节：寒食东风御柳斜清明前后，
点瓜种豆——来源干二十四节气的清明节从“钻木求新火”到介于椎——不动烟火的寒食修宅砌阴—
—扫墓祭先人“鬼怖木”——插柳戴柳祛病消灾携家春游——游春访胜的踏青活动“风琴”、“纸鸢
”——源远流长的风筝清明菜——会拔丝的青团随编随唱的歌节——壮族纪念刘三姐端午节：鼓声劈
浪鸣千雷从屈原到伍子胥——端午自勺来源“龙头祭”——龙舟竞渡“菰叶裹黍”做“角黍”——蘸
白糖吃粽子“避五毒”和“毒日”——悬菖蒲、桂艾萆斗百萆、玩击鞠——具有民间特色的端午娱乐
活动粽包会、杨梅会——傣族彝族过端午七夕节：须邀织女弄金梭牛郎织女来相会——七夕的来源“
得巧”——盛行在女子之间的七夕风俗“种生”和“化生”——别具一格的求子仪式拜织女、拜魁星
——节日气氛浓厚的祭拜活动巧果、花瓜——七夕的应节食品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祭
月到科举——中秋的来源与发展拜月、赏月——古老的民间风俗杨责妃与“胡饼”——月饼名称咱勺
来历“吧嗒嘴”——充满传统工艺的兔儿爷“一点红”和“瓦于灯”——具有美好愿望和爱国思想的
活动你唱我答后生节——唱歌唱出爱人来重阳节：菊花须插满头归日月并阳，两九相重——赏菊敬老
过重阳赏菊喝茶——象征中华民族温文尔雅自勺菊花从“阳极必变”到“小秋收”——重阳登高的来
历可做药材的“辟邪翁”——重阳佩茱萸细花糕和金钱花糕——由登高到吃糕冬至节：冬至阳生春又
来冬至——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冬至祭天——最隆重的皇帝祭天礼馄饨、汤圆和狗
肉——冬至的饮食习惯“履长”和九九消寒图——帝有浓厚民间特色的习俗从“祭孔”到“隆师”—
—尊师重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腊八节：僧豆僧米献佛粥从朱元璋到岳飞——腊八的来源七宝五味粥—
—驱寒暖身、大朴阳气的腊八粥过年“算”账——腊八最美味的应景食品腊八蒜各具特色的节日：少
数民族的“个性节日摔跤、赛马、庆丰收——蒙古族的那达幕会新米节——敬神祈福的祭祀活动喝酒
捞鱼过新年祭——高山族祈求天神赐福“卡雀娃”——独龙族剽牛祭天敬格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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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章节摘录

插图：另外，古时人们还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
”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
插柳盛行不衰。柳树发芽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它们总是给人充满希望的感觉。而柳树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于是人
们年年插柳，处处成荫，大地一片生机。携家軎游——游軎访胜的踏青活动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
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
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踏青习俗由来已久，传说远在先秦时已形成，
也有说始于魏晋。据《晋书》记载：每年春天，人们都要结伴到郊外游春赏景，至唐宋尤盛，然后历
代承袭，成为习惯。不过踏青虽在一年之春，具体时日常有出入。古时踏青时节分别有正月初八、二
月初二、三月初三等。后来，由于清明扫墓正值春光明媚、草木返青，田野一片灿烂芬芳，大家便多
在清明节时进行游春访胜的踏青活动了。宋庄季裕《鸡肋篇》曰：“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
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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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奉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
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在策划和写作过程中，本书编辑组成员付出很多努力，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
的谢意，他们是：王杰、杨艳丽、许长荣、李良婷、史慧莉、黄亚男、曹博、王艳、李娜、聂小晴、
王鹏、闫晗、杨青、李倩、杨英、武敬敏、王艳明、李静、李猛、于海英、蔡亚兰、廖春红、焦亮、
黄薇、赵广娜、赵一、魏清素、李文静、张晓静、李彦岐、慈艳丽、张艳芬、周珊、何瑞欣、常娟、
陈艳、曹徐学、齐艳杰、齐红霞、李伟军、李惠、梁素娟、黄梦溪、张保文、黄晓林、淡佳庆、欧俊
、闫瑞娟、陈小婵等。阅读是一种享受，写作这样一本书的过程更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之余，我们心
中也充满了感恩。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不仅得到同行的帮助，还借鉴了其他人智慧的精华。相信
你们劳动的价值不会磨灭，因为它给读者朋友们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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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编辑推荐

《图解中国传统节日》：内容以图释文，图文互注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属于我们的欢乐节日感染民族的
文化气息继承祖国的传统精髓春节为什么叫“过年”?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七夕乞巧”又是怎么
回事?在这本书里，作者用图片和故事，来为读者揭开谜底。这不仅是一次愉快的阅读，更是一次亲切
的民俗回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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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国传统节日》

精彩短评

1、没有多少图~~~有点失望~~~
2、一直没有时间看，应该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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