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文化旅游



 民 俗 旅 游 文 化



民 俗
• 民俗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的
群体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
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
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表现在广
泛而富有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社会活领
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
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
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
的组成部分。



民俗文化

• 指民间民众的民间文化和风俗生活
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
所展现的民间传统文化形态。

• 民俗文化是各个民族的母体文化，
是各个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
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
的载体。





民俗文化的功能

•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
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
故具有增强民族认同，强化民
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费孝通对民俗的强调

•一个民族总要强调一些有别
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
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

族的标志。





钟敬文—民族文化是
民族存在的标志

• 民俗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它与每
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一个人从生到死，
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民俗。就象人的身体反
映他与本民族的血脉联系，民俗则是人与
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

•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有主体性，否则这个民
族的生存就没有了意义。我们不能割断与
历史和未来的联系，而民俗学在这方面的
作用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高丙中对“民”“俗”的看法
• 高丙中认为：中国民俗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  “民”是民主政体的权利根基的普通人，“俗”的传
承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
经济的方式（即依靠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
得以可持续再生产；

• “民”在社会价值上不被重视，一个社会不会有民
主；

• “俗”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地位，这个共同体的问题
认同就会有问题，它的再生产也一定出问题；

• 重视“民”和“俗”的问题，是在重视共同体的基本
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中国民俗的分类

•一、物质民俗
•二、社会民俗
•三、意识民俗



物质民俗

• 1.农耕民俗：秦岭——淮河线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属水田农耕民俗亚型，
以北属旱地农耕民俗亚型。

• 2.畜牧民俗：大兴安岭——阴
山——贺兰山——青藏高原东缘一
线的西、北，属畜牧民俗亚型，以
草原生产为空间，分界线之南、之
东为农耕区畜牧民俗亚型。



物质民俗

• 3.渔猎民俗：只要有江河、湖
海、山林存在的地方，就有渔
猎民俗，分为渔业民俗和狩猎
民俗。

• 4.手工业民俗：手工业是我国
的传统行业，分工很细。作为
传统农业的辅助而存在。



物质民俗

• 5.商业民俗：贸易民俗和金融民俗。
• 6.服饰民俗指人们衣着穿戴的习俗
惯制。

• 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群
体的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

• 质地、款式、色调、工艺构成服饰
民俗的基本要素。







打辫陀





物质民俗

• 7.饮食民俗：饮食惯制、饮食结构、饮
食器皿和烹调方式。

•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青
藏高原东缘分界线以北、以西区域，
饮食结构属于动物脂肪蛋白型；

• 分界线以南、以东属植物淀粉型。



物质民俗

• 8.居住民俗：经历了洞穴居、巢居——穴
居——地面居的进化。

• 民居的类型主要有窑洞式、穹庐式、干栏
式、上栋下宇式。讲究选址、布局。

• 9.行旅民俗：即交通民俗：行旅的习惯路线，
出行凭借的交通工具，出行仪式。



咏镇宁州石

司 炳 南

•          簇簇白龙鳞，嶙峋节比邻。
•          四时辉雪月，百里扫烟尘。
•          玉片裁成瓦，银砖砌做闉。
•          巍然高且洁，历世久弥新。





云峰八寨—小山寨、雷屯





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村



鲁迅乘乌篷船去看社戏之所在







东方古堡——桃坪羌寨











凤       凰



土家吊脚楼



湖北恩施土司城



湖北恩施土司城一角



社会民俗

• 1.人生礼仪民俗：诞生礼、成人礼、
婚礼、寿礼、葬礼。

• 在民俗学中叫做“通过仪礼”，即在
生命的某些环节上，通过一定的仪
式，完成向下一阶段的过渡。





平坝棺材洞——洞葬习俗



屯堡丧礼—点药师灯



社会民俗

• 2.岁时节令民俗
• 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以及原始崇
拜、宗教信仰有关。

• 一是由具体稳定的日子，二是有一
定的民俗活动。

• 农事节日、宗教节日、祭祀节日、
文化游乐节日、庆贺节日、商贸节
日、社交节日。



端午节



大年三十打糍粑



社会民俗

• 社会结构民俗：社会是个共同体，其中存
在许多大小不等的基本结构单位，家庭、
家族、亲族、乡里村落、社团、帮会等等。

• 这些基本结构单位为维持其延续和发展，
维系成员间的感情，逐步形成了传承民俗
与习惯。

• 有很强的社会性，包括组成形式、管理职
能、交往礼仪、惯用语言等。



社会民俗

• 4.游艺民俗：指历代以娱乐为主的、群众喜
闻乐见、具有表演性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文
化娱乐活动的总称。

• 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调节剂，广泛分布于各
个时节，尤以重大节庆和庙会集市最为丰
富多彩。

• 如：游戏、竞技、歌舞、技艺、工艺美术、
口承文学等。





地戏表演队行走青山绿水间



意识民俗

• 1.原始信仰民俗
• 2.宗教信仰民俗
• 3.禁忌民俗
• 4.巫术民俗



屯堡独特的信仰神——汪公



鲍屯抬汪公活动



屯堡女人一生必须参加的仪式—过河



虔诚的屯堡太婆



天台山



天台山伍龙寺



云峰八寨远景



云鹫寺



云鹫寺







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 1.社会性
• 2.集体性
• 3.传承性和稳定性
• 4.传播性和变异性



 民俗文化旅游

• 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人们离开惯常居
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象为
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
动的总和。



民俗文化旅游的作用

• 第一，民俗文化旅游是国外了解我
国地方的窗口，也是我国各民族、
各地方迈向世界的通道。

• 第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发
挥当地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 第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丰
富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加旅游情趣。

• 第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加
强旅游的教育功能，弘扬民族精神。



民俗文化旅游的教育功能

• 仁爱孝悌的道德精神、谦和好礼立身
处事的美德、诚信知报自主自立的品
德、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克己奉公
的集体主义精神、修己慎独的道德修
养、见利思义的伦理道德取向、勤劳
勇敢的优秀品质、笃实宽厚的质朴品
格和务实精神、勇毅力行的道德意志
等等。



民俗文化旅游的体验性

• 第一，民俗文化旅游作为异域的文
化参与活动，是在完全新鲜的环境
中亲身体味他乡的生活情调，感受
从未接触过的奇风异俗，对于旅游
者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新奇的审美
体验。



肇兴侗寨



参与性



湖南芊头侗寨



新疆——阿尔泰白哈巴



•第二，在民俗文化旅游中，旅
游者直接进入旅游地的生活环
境中，参与当地民俗活动，感
受新鲜事物，接触亲切热情的
人民，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与
他们进行情感交流，感受浓郁
的人情味，获得内心愉悦。



• 第三，在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中，旅
游者可以扩大历史、地理、文化、
生活等各方面的知识，得到一种文
化体验。



堂安生态博物馆



• 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
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蕴含着
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优美的民族
歌舞、奇异的村寨建筑、令人称奇
的民情民俗等等，都能开阔旅游者
的眼界，增长旅游者的知识，满足
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
求。





•民俗文化旅游可促进不同文化、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
互理解与尊重，在相互欣赏文
化差异所带来的愉悦时，寻求
人类文化的共同点，在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友谊
和谅解。



堂安生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