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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近年来，上海民俗文化节、泰山东岳庙会、绵竹玉泉

圣母民俗文化周等一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在各地四处开花。 ●一

’热点写作素材iI

有多少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有多少事多少人在岁月长河中慢慢流逝，有多少不能忘

的忘记从此陌路。

有多少绝迹的灿烂需要我们去追寻，有多少种文化迫切需要我们关爱，挽留。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太少，文化需要我们传承，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先辈们创造的文明就这样从我们的

视线里消失。

——向左《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

角列天美钔民旅服饰，晃

金坡育椭抗力7

-服饰文化

“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特别显著。使用的材料，尽管

／／不过是一般木机深色的土布，或格子花，或墨蓝浅绿，袖口裤脚多
卢；。 采用几道杂彩美丽的边缘⋯⋯一条手织花腰带，穿上身就给人一种

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再配上些漂乡银匠打造的首饰，在

色彩配合上和整体效果上，真是和谐优美。并且还让人感觉到，它

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一婚嫁习俗

这里新媳妇回门是一件大事，不管娘家来什么人，一桌丰盛的酒

席是必不可少的。酒席的规格不仅代表着婆家的生活水准，更体现了

对新媳妇娘家人的看重程度。而新媳妇通过这次回门，还可体察出自

己在婆家的地位——虽说只有短短的三天，可给人留下的印象足以改

变对一个人的看法⋯⋯按这里的风俗，接闺女回门要派闺女的哥嫂；

没有哥嫂的派成年的弟弟妹妹，如果没有亲哥嫂和亲弟妹的，本家

的也可。可花妮家咋就派了一个小孩子呢?她不是还有叔伯哥嫂吗?

——康志刚《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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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民俗建筑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

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

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

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

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

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

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

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

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

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

如大绿纱帽胡同。

——汪曾祺《胡同文化》

一节日习俗

“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粽

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

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

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在做小

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

需要的。一到过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

样再说，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

避忌。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要叫做偶

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

——许钦文《过年恨》

又要分压岁钱了。我把一张张崭新十元新台币装进红封套，生活

水平愈来愈高，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捏在手里都一样是轻飘飘的，

那里像我们小时侯，爸爸妈妈各给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大洋钱，外公

给十二枚银角子——也就是一块银元。外公说十二枚银角子比一块银

元分量重，所以他总是给我银角子。洋钱角子一起收在肚兜里，走一

步，双脚跳一下，叮叮当当直响，好开心啊!

——琦君《压岁钱》

_家乡风物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

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骇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

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

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

是水乡的一种特色。

——周作人《乌篷船》

品余秋雨笔下的民

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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