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模板7
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一

在北京的北海公园漪澜堂、道宁斋、睛栏花韵一组古建筑群
内有一座仿膳饭庄，它的前身是清宫御膳房，专供皇帝、妃
子用膳的地方。据历史记载，共有一百零八种名菜，而仿膳
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做法制作各种菜点。其中有一种名菜叫
“肉末烧饼”，也叫“圆梦烧饼”，为什么叫“圆梦烧饼”
呢？那可是有一段典故的。

据说老佛爷慈禧太后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中她吃了一种夹
着肉末的烧饼，非常的好吃，醒来后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很
巧的是当天用膳的时候竟也吃到了这种烧饼，慈禧非常高兴，
就问是谁做的。

太监打听后禀告说是一个叫赵永寿的御厨做的，慈禧太后一
听，更加的高兴了，因为永寿代表着永远健康长寿，就下令
赏赐这个御厨二十两银子和一个官职。

因为这道菜圆了慈禧太后的梦，所以后来流传下来就叫
做“圆梦烧饼”，它象征着梦想成真，并有祝愿吃到它的人
健康长寿、升官发财的寓意。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二

过年喽！楼下是来来往往的拜年的人，我坐在窗边，听着一



声声“新年好”的祝福，手捧《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再一
遍感受节日的气氛。

这套节日图书非常富有童趣，最为贴心的是文章末尾附上了
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有趣习俗，看完故事，还可以更近一步的
了解中国的节日，感受传统之美。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春节的故事》，它用一种游戏心态，
讲述了一个怪兽的。故事。画面非常洒脱，又充满稚拙的童
趣。

想到这些，我嘴边不禁浮起笑意，低头看向手中的《中国传
统节日故事》，这书现在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手里，整个封
面流露出一种美好祥和的气氛，两个憨憨的小孩子举着灯笼，
一个女人在蒸点了红点的馒头，这样的场景，正如这书，让
人沉醉，体味到幸福。

节日因故事而生动，节日因故事而流传。过节日，经历的是
文化积淀历史传承，读传统节日故事，读懂了老百姓的团聚
欢喜和幸福。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三

“启坛荤香飘四邻，佛闻弃掸跳墙来。”

从上面的诗句您就会知道“佛跳墙”这个名菜其所以名闻天
下的原因了。它可谓集中国烹饪技术之大全，集山珍海味之
大全，其原料有海参、鱿鱼、乾贝、鱼肚、鱼唇、鸡、鸭、
猪肚、香菇、蹄筋、笋尖、火腿、鸽蛋等。加工烹调过程要
求极其严格，首先根据各原料的情况分别蒸煮好，然后配上
佐料冰糖、姜、葱、桂皮、福建老酒、茴香。装入坛中，盖
上荷叶，再用玻璃密封。以旺火烧开后改文火煨之。要求达
到烂而有形、味中有味、香留齿墙。



从前有一个富翁携带全家男女老少前来聚春园。一是慕其名，
二是为了显示阔绰，点了所有的名菜。厨师便来了一个两全
俱美的办法，考虑到将全部名菜上完肯定吃不了，而采取每
菜一小点，合起来煨在一起端到桌上。老富翁一看竟是一盆
大杂烩，怒责酒家。但酒家的掌柜是一个小伙子，聪明伶俐，
有随机应变之才。便说：“老先生一脸福像，真是‘福如东
海，寿比南山’，现在全家团圆，子孙满堂，真为‘福寿
全’也，故借此名菜献上以祝贺先生。”富翁听之大喜，食
之果然大开胃口。如是便到处夸奖此菜，一传十，十传百，
百传千，千传万。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

几名秀才也慕名到聚春园来订了“福寿全”，去野外聚餐。
既是春游，也是吟诗会。但是菜冷了，只有用火煨热。因而
浑香飘溢，飘进了田野，飘进了寺院，飘入了僧人的肺腑。
寺里的僧人禁不住诱惑而偷偷跳墙出寺，和秀才们共享美酒
佳肴。一觞一咏，情尽乐极。一秀才吟出：“启坛菜香飘四
邻，佛闻弃禅跳墙来”。而使“福寿全”改为“佛跳墙”沿
袭至今。这个名菜之名可谓贴切之致，恰到好处。

黄道婆

元朝时候，松江一带种了许多棉花，但老百姓还是缺衣少布，
为什么呢?原来这时，人们纺织棉布要先用手把棉籽剥去，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手指甲都剥得脱落了，也剥
不出多少来。这时，有一位黄道婆，从海南崖山向黎族人民
学习了一手很好的纺织本领，她下决心要改革家乡的纺织技
术，使乡亲们生活得更好些。

黄道婆请来了一位老木匠，根据崖山人民用两根细长铁棍转
动，轧去棉籽的方法，设计出了木制手摇轧棉车。这种轧棉
车，是靠两人手摇，一人下棉籽，又干净又省力，效率大大
地提高了。但有了轧棉车，还是用原来的小竹弓来弹棉花，
还是慢呀!黄道婆又去找弹棉花的师傅，商量改革弹棉工具。
改革出来，就是今天我们偶尔能见到的4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



弓。这样，纺织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老百姓也能穿上各
种各样、五光十色、美丽鲜亮的棉布衣服了。

日月潭

古时候，有一天，“咕噜”两声，太阳和月亮忽然之间都不
见了，天地一片漆黑，眼见万物都快活不成了。大尖哥和水
社姐这对年轻夫妇决定去帮大家把日月找回来。他们带着除
妖用的金剪刀和金斧头，历尽了千难万险，来到一个深深的
水潭边。水潭里忽明忽暗，原来是两条大龙在里面嬉戏。它
们把太阳和月亮一吞一吐，玩得开心极了!大尖哥和水社姐看
得满腔愤怒：你们倒好!可不管人们的死活了!他们互相对视
了一眼，点了点头，同时将金斧头和金剪刀朝潭里一
扔，“哗”的一声巨响，潭中激起千层浪，两条恶龙挣扎了
一下，直挺挺得死在了潭底。

恶龙是死了，但太阳和月亮还沉在潭底，怎么办呢?大尖哥和
水社姐跳下潭，吃下恶龙的眼珠，刹那间，他们两个都变得
像山一般高大。他们每人拔起一棵几十丈高的大棕榈树，将
太阳和月亮托上了山。从此，这个潭就被称为了日月潭。大
尖哥和水社姐变成了潭边的两座雄伟的大山----大尖山和水
社山，永永远远守护着日月潭。

莫干山

春秋时，吴国境内有座高山，山脚下有一对铸剑的夫妻，男
的叫干将，女的叫莫邪。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莫干。
干将、莫邪日夜辛劳，千锤百炼，用自己的心血铸出了一对
削铁如泥的雌雄宝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就叫“莫邪”。
可是这个消息传到贪婪的吴王耳中，他派人抢走了“莫邪”
剑，还把干将给杀了。

莫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含辛茹苦地把莫干抚养长大，并传
给了他一身好武艺。到了莫干16岁那年，莫邪拿出“干将”



剑，泪流满面的对莫干讲述了他父亲被害的经过。莫干听的
心如刀绞：“娘，我一定要替爹报仇!”他佩上“干将”剑，
拜别母亲，上路了。莫干来到姑苏城，正巧吴王在武场上看
人比武。莫干大喝一声：“暴君，拿首级来!”挥动“干将”
剑刺了过去。吴王吃了一惊，急忙抽出“莫邪”剑向莫干抛
去。只见两道白光在空中闪耀，忽然并作了一道白光，从空
中笔直飞落下来。青光一闪，吴王的首级滚了下来。

莫干报仇雪恨后，回到家乡，但是莫邪已经死了。莫干含泪
埋葬了母亲，并用这套雌雄宝剑来陪葬。后来，人们就把这
座山取名为“莫干山”。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四

“杂烩”是一种著名的传统美肴，中华古今均有制作。此菜
选料“杂”，动、植物水陆俱陈，既有高档的，又有普通的，
既有荤的，又有素的，还有荤素相混的，一菜多样，琳琅满
目，质地软、嫩、脆、滑，色、香、味俱美，无论官场或民
间筵席饮宴，均是人们喜爱的美馔佳肴。

“杂烩”，顾名思义，即是用几种原料混合烹烩而成的菜肴，
其制作历史悠久，传闻亦颇多。在中国烹饪史上，最早发
明“杂烩”的是齐鲁之帮的娄护，字君卿，为汉武帝时人，
曾做过京兆吏。当时娄护常往来于汉武帝母舅王谭、王根、
王立、王商、王逢这五位同时被封侯的“五侯”家中，因而
由此创造出了“五侯鲭”佳肴。鲭，就是用鱼和肉及山珍海
味烹制的杂烩，即“五侯杂烩”。《西京杂记》卷二
载：“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
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
为奇味焉。”后用以指佳肴，影响较广。

据传，在南宋时，抗金名将岳飞被奸贼秦桧诬陷而死。当时
福州有一名厨，特意取用多种原料烹制了一道取名“杂烩”
的菜。有一次官府接待一位来自京都的大官，特地品尝这位



名厨的“杂烩”菜，当客官问及菜名何叫“杂烩”？厨师则
大胆应道：“小的识字不多，只听人讲杂是杂种的杂，烩是
秦桧的桧，木字偏旁换上火字旁。”这位京都来的大官听了
虽感到惊恐，但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他也恨秦桧，只是虚
张声势地吆喝了一声：“滚！”从此，“杂烩”一词由福州
传到各地。

又据传，在明朝永乐年间，有一年的元宵佳节，举国上下，
大闹元宵，家家张灯，户户结彩，尤在京城更是灯火辉煌，
鞭炮焰火，鸣金达旦，热闹异常。这天，皇上兴起，传谕出
宫，皇后、太子及大臣等人随驾上街观灯，与民同乐。直到
深夜回宫，帝、后及太子等人均感腹中饥饿，便令太监速即
传膳。因原来所备御膳早己冰冷，御厨措手不及，只得将各
种美味冷荤一起放入锅内，经烩制成热气腾腾的菜肴装盆进
献，由于复合多味，醇香滋美，明帝特别高兴，即传
问：“此膳何名？”御厨见皇帝全家合餐，便急中生智回答
曰：“此乃‘全家福’。”明帝大悦，欣然御定此名，流传
至今。“全家福”，即“什锦大杂烩”。

还据传，在晚清年间，即公元1896年的清光绪二十一年，清
政府派洋务大臣李鸿章去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然后出使美国。一天，李鸿章用中国菜宴请美国高级官员，
其菜味鲜美，令人赞不绝口。当美国官员问及菜名时，不内
行的翻译却解答成为“杂碎”，于是西方人把好吃的中国菜称
“杂碎”，一时传遍美国。从此，在英文辞典里便出现
了“杂碎”的译音，甚至美国唐人街华侨开设的餐馆，也多
改名为“杂碎”馆，继而在杂碎馆食单上，莫不大书“李鸿
章杂碎”，果然“杂碎”的名称由此大振。杂碎、杂烩，乃
一菜双名，故又称“李鸿章杂烩”。中国文史馆的张伯驹先
生也曾写过《李鸿章杂烩》文，称它“驰名国外。凡在欧美
中国餐馆，莫不有如此一菜”。

“杂烩”，这一菜美名俗的肴馔，其由来传说甚广，可谓史
籍多有记载。因其味美好吃，颇受人们喜爱，故一般各地都



有制作。烹制比较出名的有安徽“李鸿章杂烩”、湖北“全
家福”（什锦大杂烩）、四川“红烧杂烩”和贵州“烘杂
烩”等，由于配方制法不同，风味各异，皆为筵席上撰。
而“杂烩”之出名，在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三侠
五义》以及鲁迅《书信集。致增田涉》等书中，也均有提及。

看来，“杂烩”这道雅俗共赏古已有之的名菜，之所以能够
广泛沿传至今，它不仅醇浓鲜香，味美好吃，还含有十全十
美的寓意，因而颇受国内外食客的欢迎和喜爱。

楚乡湖北遐迩闻名的传统杂烩菜一一全家福，俗称“什锦大
杂烩”，这一由明代御膳传入民间的美味珍馐，已成为当地
喜庆筵席中经常出现的一道头菜，建国后还被列为山珍海味
类的中国名菜。此菜系选用“八珍”中的“四珍”，即海参、
鲍鱼、鱼肚、鱼翅作主料，以鸡脯肉、鳜鱼肉、香菌、蘑菇、
鲜虾仁、猪蹄筋作配料。其具体制食法是：将炒锅置旺火上，
放适量熟猪油烧六成热，先把上浆鱼片、虾仁分别拉油后沥
出。再把发制好的海参、鱼肚、蹄筋和鸡脯片、香菇、口蘑
分别置旺火沸水锅中焯水，用清水冲凉。然后，炒锅酌放熟
猪油，下入葱姜汁、高汤、精盐、味精烧沸，倒入各种原料
烧烩入味后勾芡，淋上鸡油而成。

此全家福肴撰，因其选料高档，制作精细，一菜多姿，脆嫩
滑爽，馨香浓郁，身价很高，驰名全国，誉满江城。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五

“上海咸鸡”又名“盐擦鸡”。

相传在清朝末年上海松江地区，有一个养鸡户，遇上闹鸡瘟，
养鸡户为了不蚀本急不可待，便将养的几百只鸡全部杀死。
那么多的鸡一下子怎么卖得完，他只好用盐抹擦鸡身，将鸡
腌制处理过夜。第二天早晨上街卖鸡，可无人问津。养鸡人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待到下午，在朋友的劝说下，养鸡户摆



起桌子板凳，索性将鸡做熟了卖。他架上铁锅烧开水，把鸡
放入水中煮，到了晚上，田地上的农民收了工，见养鸡户摆
在桌上的鸡油光铮亮、香气扑鼻，挂牌上又写着“三个铜板
一盆鸡”，农民们都觉得很合算，打上二两酒，三、两人围
上一桌吃喝起来。“好，好!果然不错，是下酒的好菜!”喝
酒人嚷嚷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养鸡户生意红火，惊动了一
家酒楼的老板。养鸡户告诉老板此鸡的制作方法，并与老板
订售鸡的合约。

酒楼老板制作此鸡时，由于鸡经过汤煮，盐份在水中流失，
于是再用盐擦，补救鸡味效果，取名为“盐擦鸡”。

端午节的传说由来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是华人夏季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和春节、中秋并列为华人传统三大节日。“端，初也”，也
就是“开始”的意思。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
而“午”与“五”又同音，所以，“端午”又称“端五”。
五月五日，月与日同为五，故古也称为重五，与九月九日称
重九之意相同。古人也把“午时”当作“阳辰”，所以端午
也有“端阳”之称。明清时代，北京一带也把端午节称
作“女儿节”或“五月节”。

端午节起源的说法有好几种，其中以纪念两千多年前，愤投
汨罗江的中国大诗人屈原说最广为流传。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备受楚怀王重用。此举引起上官大
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诽谤屈原，离间楚王和屈原之间的关
系。楚王继而逐渐疏远屈原，甚至将屈原放逐。

眼见楚国濒临绝境，因谗臣误国，将为秦国所灭，屈原满怀
悲愤，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哀痛非常，涌至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而渔夫们也撑起了船只，在江上打捞屈原的尸体。他们还把
粽子、鸡蛋等食物，往江里面丢，希望喂饱鱼虾，不让它们
夺食屈原的尸体。

还有人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希望药晕江里的蛟龙。据
说，当时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一片
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把龙筋缠
在孩子们的手和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
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因为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初五，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
人们便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甚至还在
这天到来时，特地把菖蒲或艾草插在门上。

燕窝的功效

燕窝，又称燕菜、燕根、燕室、燕盏、金丝等，它既是名贵
的烹饪原料，又是营养价值极高的补品。

燕窝，顾名思义，即是燕子的窝。不过它不是普通燕子的窝，
而是一种特殊的燕子......金丝燕的窝。

金丝燕属鸟纲，雨燕科。是候鸟，每年12月至次年3月从西伯
利亚等地飞到热带沿海的天然山洞里繁衍后代。金丝燕比我
们通常所见的燕子要小些，背部羽毛呈灰褐色，带有金色光
泽，翅膀尖而长，四个脚趾都朝前生长。此燕喉部有很发达
的粘液腺，所分泌的唾液可在空气中凝成固体，是它们筑巢
的主要材料。金丝燕每年三四月份产卵。产卵前，它们每天
飞翔于海面和高空，有时可高达数千米，穿云破雾，吸吮雨
露，摄食昆虫、海藻、银鱼等物。经消化后钻进险峻、阴凉、
海拔较高的峭壁裂缝、洞穴深处，吐唾筑巢。大约要20多天
才能筑成。

燕巢呈半月形，形状好像人的耳朵，直径6一7厘米，基底厚，



廓壁薄，重约10一15克。燕巢外围整齐，内部粗糙，有如丝
瓜网络。整个燕窝洁白晶莹，富有弹性，附着于岩石峭壁的
地方。历来有“稀世名药”、“东方珍品”之美称。

金丝燕第一次筑的巢完全是靠它们喉部分泌出来的大量粘液
逐渐凝结而成的，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这种燕窝的质量最
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皇朝时代，常常被选出来作为
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官燕”。

采燕窝的人抓住时机把燕窝采走后，金丝燕不得不第二次做
巢，因临产卵期较近，金丝燕体态丰满，喉部胶状物较多，
所筑之巢比较肥大，但因时间紧迫它们衔来羽毛、小
草......与喉部胶状物混同一起再次筑巢，筑得比较粗糙，
含有杂质较多，营养成分也差了。此时采收的燕窝称为“毛
燕”。

产卵迫在眉睫，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时，其喉部强
行吐出血状粘液，有的竟是色泽鲜红，所筑之巢可谓呕心沥
血凝结而成。这时采燕之人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生儿
育女，等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后再采，这叫采“老窝”，
亦称采“血燕”。

另有一种燕窝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通体
均成暗红色，也叫“血燕”或“红燕”，含有若干矿物质，
营养好，产量很少，被视为燕窝中的珍品。

攀岩壁采燕窝是十分艰苦而又危险的劳作。采集者背负一囊，
攀登于悬崖陡壁之间，犹如猴子一般地踏着空穴，扒着缝隙，
四处搜寻着采集物。他们身轻如燕，胆大如鹰，有时手足
呈“大”字形，附着于岩壁之上;有时则借助绳索如荡秋千于
峡谷之中。一举一动，扣人心弦，万一失着，坠入深壑，就
要粉身碎骨了。所以燕窝之名贵，除去因其自身确实有滋补
功效之外，也有采集时人命攸关的因素在内的吧。



燕窝这种稀有之物，价格昂贵，主要产在爪哇、苏门答腊、
泰国、越南、日本等地。我国四川、福建和等省也有出产。

传说中国第一个吃燕窝的人是明朝航海家郑和。郑和的远洋
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一个荒岛处，食
物紧缺。无意中发现荒在断石峭壁上的燕窝，于是命令部属
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数日后，船员各个脸
色红润，中气颇足。于是船队回国时带一些献给明成祖。其
实在此之前，元代贾铭(公元1279年——1368年)的《饮食须
知》一书中，说法有“燕窝，味甘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
食”的记载。清康熙年的《调鼎集》记载的数十种“上席菜
单”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燕窝。

燕窝有采自天然的洞燕、人工饲养筑于室内的屠燕和加工燕
三大类。此外还有用海藻制成的人造燕窝和用淀粉等制成的
假燕窝。这种假冒品几乎可以乱真，所以鉴别燕窝首先要分
出真假，再分品类，定档次。

燕窝的烹制方法多种，一般为人们所喜爱的是烹制名菜“清
汤燕菜”。烹制前先将燕窝涨发，其方法有碱发、蒸发和泡
发。泡发法是先用凉水将燕窝浸泡，等其胀发泡透后，用一
白色带沿的瓷盘注入清水，将燕窝轻轻地捞出放于盘内(因燕
窝和盘子均为白色，有毛和其它杂质易于发现，用尖头摄子
择去燕毛、杂质及变质部分。一定要择干净，操作要轻，不
能把形状弄乱和把燕窝丝弄断。择净后再用凉水洗净，放入
汤内用文火慢慢炖烂，再投入火腿、鸡肉、鹌鹑、鸽子蛋等
即成。其味清香四溢，妙不可言。如果吃甜的，还可用冰糖
和鲜椰汁或菊花、白莲同炖，则别具一番风味。《随园食单》
中说：“此物至清，不可以油腻杂之;此物至文，不可以武物
串之”，“以柔配柔，以清配清”，是一定要遵循的，否则
就会是好东西不得好吃了。泡发好择净的燕窝若是当时不用，
可存放于冰箱冷藏室内，每天换清水一、两次。

燕窝具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据中国医学科学卫生研究



所编的《食物成分表》和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关培生、
汪润祥两教授合著的《燕窝考》所分析：燕窝含蛋白质49.9%，
有大量的生物活性蛋白分子，还有向量脂肪和磷、硫、钙、
钾等成分，对人体有滋阴复壮的作用。据清代赵学敏的《本
草纲目拾遗》载：“燕窝大养肺阴，化痰止嗽，补而能清，
为调理虚损劳疾之圣药。一切病之由于肺虚不能清肃下行者，
用此者可治之。”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燕窝中含有表皮生
长因子和辅促细胞分裂成份，有助于刺激细胞生长及繁殖，
对人体组织生长、细胞再生，以及由细胞发的免疫功能均有
促进作用。加之燕窝还含有大量的粘蛋白、糖蛋白、钙、磷
等多种天然营养成份，有润肺燥、滋肾阴、补虚损的功效，
能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有助于抵抗伤风、咳嗽和感冒。
因此，对吸烟和患有呼吸道疾病者最有效，协助病后的人体
恢复健康，是一种纯正高贵的天然保健品。燕窝对润肺健腰，
壮脾健胃，外伤止血等有独特疗效。

重阳节的由来

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
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差点儿丧了命。恒景
病愈后辞别了妻子和乡亲，决心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
恒景访遍名山高川，终于打听到东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有一
个法力无边的仙长，在仙鹤指引下，仙长终于收留了恒景，
仙长教他降妖剑术外，又赠他一把降妖剑。

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武艺。这一天仙长把恒
景叫到跟前说：“明天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
领已经学成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了恒景一包茱萸叶，
一盅菊茯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

恒景回到家乡，到了初九的早晨，他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
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



花酒。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瘟魔刚扑到
山下，突然吹来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瘟魔戛然止步，
脸色突变，恒景手持降妖剑追下山来，几回合就把瘟魔刺死
剑下。

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传下来。

中秋节的来历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
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
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
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
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
传统节日。

根据我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
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
秋”。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
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
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
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
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
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
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
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
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
有烙“团圆”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
子，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
子等图案。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
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



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
美食。

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
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报的遗俗。

中秋的传说：

相传，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烤得大地冒烟，
海水枯竭，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了一个
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远足神力，拉开神弓，一
口气下了九个多余的太阳，解救百姓于水火这中。不久，后
羿娶了个美丽的妻子，叫嫦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娘娘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
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扔下妻子，只好将不死药交给嫦娥
珍藏。

不料，此事被后羿的门客蓬蒙看见，蓬蒙等后羿外出后便威
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当
机立断，取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后，身体立
刻飞离地面，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丈夫，便飞落到离
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后羿回来后，侍女们哭诉了一切。悲痛欲绝的后异，仰望夜
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她惊奇地发现，今天晚上的月亮
特别圆，特别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
羿忙命人摆上香案，放上嫦娥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
宫里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肖息后，纷纷在月
下摆上香案，向善良的嫦九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
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六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短小精悍，幽默深刻。读中国古代寓言
故事，你该怎么写读后感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中
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读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

其中，《掩耳盗铃》这篇小短文，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
想偷一口钟。。这人想把钟背上就逃跑，可是钟太重了，于
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钟砸碎，刚一砸就有很大的声音，
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捂住。这样只会骗了自己，
而不会骗了别人。

我读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这本书后，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
因为这本书讲了许多名人的故事和他们做事永不放弃的精神。

这本书共有一百五十页，其中我最喜欢螳螂捕蛇这一篇，有
一个姓张的猎人，他上山打猎，他走到一条小溪边看到有一
只小小的螳螂在大战一条大蛇，那条大蛇有两米多长，有碗
口粗，但是小螳螂一点都不害怕，却使劲地抓主大蛇的要害，
任凭大蛇怎样甩打它的身体，而小螳螂还是紧紧的抓住蛇的
脑袋不放，大蛇用尽了许多许多的办法想把它甩下来，但是
都没能成功，时间久了，那条蛇累的一动不动了，姓张猎人
走过去一看，蛇已经死了。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坚持不
懈，永不放弃的精神。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许多寓言故事组成的，书中的每
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普通，但却都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



引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
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
寓言幸辣的讽刺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
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像这样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
助长等。掩耳盗铃比喻自欺欺人，拔苗助长比喻欲速则不达，
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觉得无比
真实，从中的道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想，忠义仁
孝小弟为中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品质，读完了这一本书后，
更今我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
力所在。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读后感篇七

想必人人都读过一些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夸父
逐日、嫦娥奔月等等，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着，妇孺皆
知。神话是人类社会幼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社会最早的艺
术形式之一。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美妙解释
和奇特想象。

远古时代，人们了解的科学知识很少，有许多自然现象不能
理解，如为什么有花开花落?为什么月会有阴晴圆缺?为什么
日月星辰都往西落?谁为什么江河湖海都向东流?于是，古代
人民把自然力神话、人格化、在幻想中不自觉地进行艺术加
工，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中国神话大多数以开天辟地，为
民造福、除暴良安、追求光明等为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博
大的气概和坚韧的精神。这些故事代表了古人对世界起源，
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理解，充满了浪漫色彩，
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



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貌。

原始人和现代人，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效果各
异，可是他们所力图克服的身心诸层面的障碍都是近似的：
渴望更健康长寿;渴望改造自然和控制环境;渴望把握自己的
命运……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带有永恒的性质，因为人类至
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神话对人的灵
魂提出的这些尖锐、深刻的挑战，还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说
往古的神话与现实的生活息息相通。

阅读神话，不仅可以了解过去，亦可鉴察当下，甚至可以沟
通未来。我喜欢这本充满神奇绚烂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