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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化

图/刘波龙

分类我国民间文化博大深厚，错综复杂。为了便

于普查工作，登记时符合规范，我们将民间文化

做如下的分类，仅供参考。

民间文化是由民俗文化、民间口头文学、民

间艺术构成的。需要说明的是，民间艺术中的民

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舞蹈、民间曲艺，已在

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中得到分类普查，这

里不再涉及。这次普查的民间艺术主要是民间美

术。在民间口头文学方面，曾经对故事、歌谣、

谚语也做过普查，并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面世，但没

有全部完成。这次普查仍要继续进行。故此，这

里将民间文学的分类一并列出。

此外，这里的分类是纲目性的。而民间文化

相当丰富，种类繁多，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独有的

民俗事象与民间艺术品种；而即使内容一样的民

间文化，各地的名称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各少数

民族的民间文化更是种类繁多、差异性大，故请

在普查登记时注意:

一定要用当地原本的名称,并要注明名称的

来历。如果某一种民间文化无法用这里的分类表

明，切勿削足适履,请暂放入“其他”之中，待

专家委员会鉴定后再确认其类别归属。

本文的作者是乌丙安、向云驹、潘鲁生、赵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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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THNIC GROUPS

一、生产贸易民俗
农业民俗

农具制造民俗 农事生产管理民俗 农耕

礼仪

农耕节气民俗 农作技法民俗

狩猎民俗

狩猎组织民俗 狩猎技术、器械民俗 狩

猎规约

猎物处置民俗

畜牧民俗

游牧民俗 放牧民俗 动物养殖民俗

渔业民俗

捕捞民俗 渔业作业民俗

矿业民俗

五金采矿民俗 采石挖煤民俗

林业民俗

采伐民俗 搬运民俗 护林民俗

采集民俗

采山野菜野果民俗 采中草药民俗

工匠民俗

工匠业民俗 技艺传承民俗

贸易民俗

集市民俗 行商贩卖民俗 坐商店铺民俗

水陆商旅民俗

叫卖吆喝 幌子招牌 老字号及其影响 民

间消费习俗

信贷民俗

钱庄行业民俗 典当行业民俗 民间借贷

习俗

二、衣食住行民俗

服饰民俗

衣着类别民俗 修饰装束民俗 服饰礼仪

民俗

饮食民俗

日常食制民俗 节日祭日食俗 调制烹饪

食俗

特色风味食俗

居住民俗

房屋建造民俗 宅院格局与居住民俗 室

内陈设民俗

交通民俗

道路桥梁民俗 运载工具民俗 驿站码头民俗

旅店货栈民俗

三、社会家庭民俗
家庭民俗

长幼尊卑民俗 家庭起居民俗

家族民俗

家族亲族民俗 宗族群体民俗 亲属称谓

亲邻关系民俗

两性民俗

性别民俗 孤寡民俗 两性交往民俗 性

教育民俗

社团民俗

同业行会民俗 结义结社民俗

乡规民约民俗

社交礼俗 寨组织俗制 村民协力俗制 习

惯法规

四、人生仪礼民俗
生育民俗

诞生礼俗 养育民俗 教育民俗 成年礼

仪 人生礼俗

婚嫁民俗

恋爱民俗 定婚民俗 媒妁民俗 婚姻俗

制 结婚礼仪

敬老民俗

祝寿民俗 尊老民俗 养老民俗

丧葬民俗

报丧民俗 祭奠民俗 出殡民俗 服丧民俗

五、生态、科技民俗
生态民俗

气象生态民俗 山川生态民俗 动物生态

民俗

植物生态民俗

民间科技

天文历法 气象谚语 生产经验 技艺技

术发明

民间算术 民间测试 民间制造

民间医药

民间医疗习俗 民间用药习俗 民间清洁

习俗 民间验方

六、信仰民俗
图腾禁忌

图腾民俗 占卜民俗 巫俗 禁忌民俗

民间宗教

巫术巫师巫教 民间神俗 民间宗教 民

间鬼狐

民间迷信

神灵崇拜

灵魂崇拜 祖先崇拜 儒道佛崇拜 民间

庙会 其他宗教

七、岁时节令民俗

岁时民俗

生产时令民俗 生活时令民俗

节庆民俗

春节过年民俗 四季节日 村落庆典 家

族典礼

家庭与个人喜庆

八、语言文学民俗

语言民俗

民间俗语谚语 语言崇拜民俗 语言民俗

语言禁忌

口头文学

神话 传说 故事 笑话 歌谣 史诗 长诗

谜语

九、民间游乐民俗
民间游戏

民间玩具 民间游戏

民间竞技

民间角力摔跤 民间棋艺 斗牛赛马叨羊

十、民间艺术

民间工艺美术

民间工艺 民间美术

民间音乐

民歌民调 民间器乐

民间舞蹈

民间歌舞 民间乐舞 民间高跷  旱船

龙灯  舞狮  舞龙

民间说唱

民间说书 民间弹唱 民间曲艺

民间戏曲

民间小戏 地方戏 傩戏 木偶戏 皮影戏

本期主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