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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风评语篇一

民俗民风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
明的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了解、遵循和传承民俗民
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参与民俗民风的实践，我
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
谈谈我的实践心得体会。

首先，参与民俗民风实践使我了解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作为一名现代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快节奏的，物质追求盖
过了情感与精神的需求。但是通过参与民俗民风的实践，我
发现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依然深入人
心。比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有很多与家人团聚，传递
友爱与幸福感的仪式和习俗，这些都是在原始社会中形成并
世代传承下来的民俗民风。通过对这些习俗的实践，我认识
到了传统文化的珍贵之处，明白了自己作为传承者的使命。

其次，在民俗民风实践过程中，我体验到了文化交流的魅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这些文化之间也经常发生交融和碰撞。
通过参与民俗民风实践，我不仅可以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
化，还可以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文化进行交流与对比。
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我的视野和知识，还使我更加开放和包
容。我认识到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并且每
种文化都值得我们去尊重与学习。只有通过交流与对话，我
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民俗民风。



最后，参与民俗民风实践让我感受到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
感。民俗民风是一个地区、一个社群的文化特征，它与人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参与民俗活动，我感受到了社区的温
暖和凝聚力。在一起制作传统食物、举办传统庆典、开展传
统游戏等活动中，我与邻居、朋友们共同享受着民俗民风带
来的乐趣与快乐，感受到了大家彼此的关心和支持。这种凝
聚力和归属感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融入社区，也有助于促进
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通过参与民俗民风实践，我懂得了社区
的重要性，明白了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和责任。

综上所述，通过参与民俗民风实践，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和体验，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和心胸。我明白了传
承和发展民俗民风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文化交流和社区凝
聚力的魅力。作为一个公民，我将继续积极参与民俗民风的
实践，努力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构建一个更加和
谐、文明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俗民风评语篇二

令人期盼的新年马上到了，大家是不是很激动呢？因为新年
好玩的有很多。

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放鞭炮，那“噼噼啪啪”的响声让我们
感觉很开心。所以，放鞭炮也是必不可少的新年习俗。

过年玩的时候把“腰包”花扁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有
压岁钱呢！相信你一定会有不少收获。可是，有些家长要帮
孩子保管，我觉得这样是不妥当的，压岁钱本来就是给孩子
的，否则，孩子会被“岁”这个妖怪抓走。

新年还要贴春联，贴春联是为了增加节日气氛。此外还要贴
门神等等。但你们知道贴“福”的时候为什么要倒着贴吗？
因为这个意思是福“到”了。



现在新年又多了一项活动，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年联欢晚会。
为了看这项节目，常常要付出熬夜的代价。不过很值，因为
新年联欢晚会可是非常精彩的。

嘻嘻，相信大家想起了以前过新年的时候许多好玩的事吧，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年的新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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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风评语篇三

民俗民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人们的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实践的方式去感受民俗
民风的魅力。在我参与的一次民俗民风实践活动中，我深刻
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精神财富，是人们的身份认同
和文化根基。它记录了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和智
慧思想，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所在。通过实践的方式



去感受传统文化，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验其中的智
慧与魅力。在我参与的民俗民风实践中，我亲眼目睹了精心
制作的传统乐器、独特的民间舞蹈和热情的民间戏剧表演，
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瑰宝之美。

第三段：实践的重要性

实践是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实际参与，我
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还能够亲身体验其
中的艰辛与乐趣。在民俗民风实践中，我学会了制作传统手
工艺品，亲手参与到传统的节日庆典中，与当地的老人们一
起唱歌跳舞，感受到岁月流转中传统文化永恒的魅力。实践
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也让我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了更加坚定的决心。

第四段：实践中的收获

民俗民风实践使我受益匪浅。通过实际操作，我不仅学到了
技能，还培养了耐心和细心的品质。制作传统手工艺品需要
耐心和细致的心思，只有细致入微的工作才能保证手工艺品
质量的优良。在与老人们一起参与传统活动中，我学到了尊
重前辈的品质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实践使我成长，也让我
深刻体会到自己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的责任和使命。

第五段：结语

通过民俗民风实践活动，我不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传统文化
的价值与魅力，也有了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收获。传统文化承
载着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的瑰宝。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传承和保护好这份瑰宝。只有通过实践，
不断学习和感受，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将
其融入现代生活中，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让我们共
同努力，让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绽放光彩。



民俗民风评语篇四

在当今社会，尽管现代科技的发达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传统的民俗民风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民俗民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底蕴，它不仅代表了一个
国家的历史，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作
为一个现代人，我认为传承和弘扬民俗民风是我的责任和使
命，因此我积极参与了一次民俗民风实践活动，并从中受益
匪浅。

第二段：参与经历

我参与的民俗民风实践活动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庆典，这个庆
典每年都会在我所在的城市举行。活动期间，我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参与组织和准备各种活动，包括传统舞蹈表演、手工
艺品制作、传统游戏等。除此之外，我还有机会观摩了许多
传统仪式和习俗，比如家庭祭祀和传统婚礼。这次活动不仅
让我亲身体验了传统文化，还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所在城市
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第三段：收获与体会

通过参与民俗民风实践活动，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体验和感
悟。首先，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凝聚力和认同
感的重要性。在庆典活动中，我看到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大家都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积极参与，这种团结和融洽的
氛围让我倍感温暖。其次，我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
独特性和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习俗和节日，这
些传统不仅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特
色和个性。最后，我意识到传承和弘扬民俗民风需要我们每
个人的努力。只有通过实践和参与，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
解传统文化，同时也能为它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启示与思考



参与民俗民风实践活动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我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如
何让年轻一代更加喜爱和参与传统文化，如何将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并保持其独特性。我相信，只有通过创新和变革，传
统文化才能与时俱进并传承下去。我们应该积极提倡传统文
化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政
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加大对民俗民风保护和传承的力度，为传
统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机会。

第五段：总结

民俗民风实践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和体验方式，通过参与实践
活动，我们可以不仅了解传统文化，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
素养和认同感。尽管现代化的进程给传统文化带来了许多冲
击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守初心，传承和弘扬民俗民风的任
务仍然充满希望。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牢记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将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积极传承和
发展传统文化，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做出贡献。

民俗民风评语篇五

我的家乡――宁乡，这座小县城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西部，
那里一切平凡，不出众，但家乡的闪光点却总是引人注目。
其中祖先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习俗是其中的亮点之一。节日
气氛最能体现传统习俗的魅力。我们这里的第一个节日是春
节春节不到，家家户户进入除夕都会接连杀猪。奇怪的是，
在农村杀猪后，会对村民们大吃一顿。在我家乡除夕，我一
定会吃鸡、鱼、肉等三道菜。鸡应该是公鸡春节以后的另一
个高潮无疑是元宵节。元宵节吃元宵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柔
软的白脸裹着芬芳美味的三明治，咬了一口，甜美的黑色芝
麻糊流入嘴里，慢慢融化在嘴里。

元宵节，什么事都围着“圆”当然不能开灯。家乡有持续多
年的习俗――灯会。每到正月14、15日晚上，步行街、行政



中心总会亮起“不睡觉”的红色灯笼，为家乡增添亮丽的风
景线，因此每次灯会、现场都挤满了人，可谓人山人海。所
以，当我到达的时候，我非常无助。……我的家乡虽然是一
个小县城，但有着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着祖先传承
下来的民风习俗，为中国增添了世界上唯一的地方特色。

民俗民风评语篇六

在我们大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地区，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与
丰碑，民风民俗中的建筑群一直让我惊叹不已，比如土楼就
是其中之一。

土楼的特点是防火防盗，拥有“一座住百户”的惊叹统计，
他的直径约80米，高20米，在一层一层土楼的包围之下，真
像是中国式的城堡。

土楼的由来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山中看见了圆形平地，于是，
用一砖一瓦建造了这了不起的建筑。这个建筑一造出来就震
惊全国。还曾有个笑话：曾经美国来了一群特工，看了这个
围屋，觉得像导弹发射台，于是便潜入进去，想在屋内探个
究竟。后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不仅没有发现导弹，还被领
导骂了一顿，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不渊博。

南方的土楼很接地气，楼中有喽，家家相连，户户相接，亲
如一家。其建筑结构奇特，圆楼外左右有对称的半月形馆相
辅，外观建筑恰似一顶封建官吏的乌纱帽，主体是以我国神
奇的八卦楼所布局，中华五千年为之骄傲。上次我去福建，
就亲自看了围屋“土楼”。我看见的就是一个高大的圆圈，
走进大门，首先，人还要绕一圈才能进入住处，住处里到处
沉浸着历史悠久的气味，黄土坡砖一直经久不衰。

民俗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显示着我们这
个民族独有的生活特征，历史建筑永垂不朽，也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俗建筑――土楼，让我们踏上民俗之旅，走进中国传统文
化寻找祖国文化的根源！

民俗民风评语篇七

傣族以大米为主食，最具特色是竹筒饭。制作方法是将新鲜
的米装进竹筒后加水，放在火上烧烤，吃起来清香可口。

宁德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畲族人口达16万，约占全国
畲族人口的1/4。畲族人民勤劳俭朴、能歌善舞，他们独特的
民族传统及生活习俗是当地独特的景观。

畲族妇女通常梳凤冠云髻，穿绣花滚边襟衣衫，称为“凤凰
装”。男女都喜唱山歌，尤其逢年过节更是会通宵达旦地对
歌，具有开朗乐观的精神。畲族婚礼更为奇特，新娘出嫁时
一定要边哭边唱地离开娘家，这也是“哭嫁”之一种；拜堂
的时候，新郎要下跪而新娘却不跪；闹新房时会有男女对歌
的精采节目，十分热闹。

此外，宁德地区还有独特的传统艺术，有霍童线狮、香龙、
铁机、北路戏等，其中以霍童线狮最负盛名，它是一种近似
提线木偶的民间文娱活动，独具地方特色。

满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尤以辽宁最多。少数聚居在一些
大中城市。清代以来，由于满汉长期杂居，满族与汉族差异
逐渐缩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满族在政治、文化、
科学领域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满族信奉萨满族，以后还信奉佛教。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１７世纪
４０年代后，满族普遍使用汉语和汉文，现在只有黑龙江的
少数老人会说满话。



满族的禁忌：满族最突出的忌读是不准杀狗、不吃狗肉，不
戴狗皮帽子，不穿带狗皮袖头的衣服；在满族人家里做客，
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赶狗，更不能说狗的坏话，否则主人会认
为你是当面侮辱他，会不客气地下逐客令。还忌讳打喜鹊和
乌鸦。以西为上，特别忌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坐西炕，更
忌讳妇女在西炕上生孩子。忌在索罗杆（神杆）上拴牲口。
祭祖时大门口挂放的谷草是为祖先的马匹准备的，忌孕妇、
寡妇和戴狗皮帽子的人接触。

民俗民风评语篇八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节日习俗，就拿藏族来说。藏
族的'民风民俗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吸引着我们。

藏族最具特色的节日是雪顿节是每年藏历六月底七月初，是
西藏传统的节日。在藏语中，“雪”是酸奶的意思，“顿”是
“吃”、“宴”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就是吃酸子的意
思，因此又叫“酸奶节”。虽然酸奶我们都吃过，但藏族人
民却还是把这个加入了民俗的行列中。

“雪顿节”是藏族人民最快乐的一个日子，在这天人们都在
吃酸奶，还在一起比赛呢。瞧，这摆放酸奶的桌子一眼望不
到头，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桌子前，每个人都有三十个碗，
碗里盛满了酸奶，看谁在最短的时间里喝完这么多酸奶。来
参赛的人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小孩，各色各样的人都
有。人们来参加比赛并不是为了吃的，而是为了使场景更热
闹点，让别人更开心一点。

藏族的民风民俗有吃有喝有玩，真是有趣极了。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56个民族，像56朵花点缀在祖国各地，
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语言装扮着祖国。

先说说蒙古族吧。蒙古族也叫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不仅喜欢



骑马，也喜欢喝奶茶。在风吹草地现牛羊的草原上吃着羊肉，
喝着奶茶，拉着马头琴，过着美好的生活！

民俗民风评语篇九

我们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习惯，我们要尊重他们
的民族习惯。

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还有忌食的习俗，如游牧民族忌食狗肉;藏
族忌食鱼类;穆斯林忌食猪肉等，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习俗。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大多数，他们虽然都
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但饮食习惯不尽相同。北方的朝鲜族、
回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南方大部分民族主要食用粳米，而
傣、侗和水族等嗜食糯米。居住在高原、山区以及北方平原
地区的民族主食品种繁多，五谷杂粮俱食。在食品做法上，
各民族之间也不完全相同。佤族、黎族喜欢用竹筒做饭，做
出的饭带有新竹的清香;流动性较大的游牧民族常以青稞、燕
麦等做成炒面;广西山区的瑶、侗等族爱吃用油炒后泡开的茶
叶加盐煮成浓汤，然后冲泡炒大米花和炒黄豆的“大油茶”;
新疆少数民族将面粉、玉米或高梁面烘烤成馕(波斯语“面
包”之意)作为日常主食;他们还特别喜欢吃“帕罗”，这是
一种用羊油、羊肉、葱头、胡萝卜、葡萄干等做的甜米饭，
用于捏团抓食，通常被人们称为“抓饭”，此外，新疆维吾
尔族的烤羊肉串、朝鲜族的冷面和回族的炸馓子，也都各具
特色。这些少数民族现在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了，所以，
我们在大街上很少看见过少数民族的风味小吃。

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

吴川是一个泥塑多的地方。



梅菉泥塑起源于瓦窑村。瓦窑村始于唐朝（公元618年），开
基祖姓廖，从佛山石湾迁徙而来，佛山石湾精湛的陶瓷工艺
从此也传入吴川。唐朝中期，有一年元宵，有个陶工随手用
陶泥捏起一座小型泥塑玩，想不到竟吸引了不少观众，后来
别的陶工也来凑热闹。这就无形中成了元宵泥塑展览。从此，
泥塑这一民间艺术断断续续经历了唐、宋、元三个朝代。到
了明朝洪武年间，皇帝派遣官吏四出挑选美女进宫寻欢作乐，
民间百姓对此无不怨声载道。于是，梅菉头村的群众便乘闹
元宵之机，特地造了一套丑化皇帝与皇后的泥塑。其特点是：
人像的眼大、肚大、脚大、乳大、耳大。果然触动了官府衙
门，竟派遣大批衙差，声言要抄斩全村百姓。后来，炮制这
套泥塑的为首者便出灭辨解道：“皇上眼大看得准，肚大有
福份，脚大乾坤，乳大养子民，耳大听民音，这为何不
妥？”这帮趋炎附势的官兵听了无言可答，只好罢休。此后，
当地群众对“造泥塑”、“看泥塑”、“评泥塑”的兴趣更
浓，热情更高。这便成了当地居民闹元宵的一项主要内容。
随着岁月的流逝，“泥塑”作品的题材也不断有新的发展。

原先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盘古开天辟地”、“女祸炼石
补天”，“嫦娥奔月”、“哪咤闹海”、“八仙过海”或取
材于历史戏曲的“三顾茅庐”、“七郎打擂”、“平贵别
窑”等，进而发展到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金杯献给祖
国”、“军威震敌胆”、“向四化进军”等多样化题材。

若从“泥塑”制作工艺来看，逐步也不断有新的发展。过去，
老是用稻草竹篾绑“树杆”作“泥塑”支架，如今已被“铁
线扎钢筋”所取代了。有的群众还别出心裁地搞“活泥塑”，
只要来人轻轻按一下机关，小舞台上的“书生”就可吹箫弹
琴，又可启步运行；“公主”既可眉来眼去，又可翩翩起舞；
何去何从也跟着拧起罗伞，确是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有
的“胖娃娃”塑像还神气活现地当着观众的面“嘶嘶嘶”地
拉起“小便”来。原来，这些巧夺天工的“泥塑”已被制作
者搞成“电动化”了。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一

老家那边有一个习俗，就是除夕夜垒旺火。垒旺火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呀，我也不太明白，还是看看爷爷和爸爸怎么
弄吧。

首先，爷爷搬来几块大砖块，围成一个圈，接着，抓了一把
枯草铺在圈里。我想：这枯草肯定是用来当燃料，用来点火
的吧。正想着，又看见爸爸从后院搬来几块又大又平整的炭
块。咦，这是要干什么呢？我赶紧睁大眼睛仔细看，只见爷
爷和爸爸把炭块横放在转上，也围成一个圆圈，就这样一层
一层往上垒，垒到高约一米时，他们停了下来。我疑惑的想：
难道这样就垒完了？哈！原来不是，爷爷拿起斧子，劈了几
根柴，放进了炭块堆得圆心里，把圆心填满后继续垒炭块，
不过是越向上圆心越小，最后，用一块炭堵住圆心，便成了
塔状，比我还高。我围着旺火转了几圈，又发现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旺火的最顶端压着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呢？我
瞧了半天，才看清楚“旺气冲天”这四个金灿灿的小字。

这时，爸爸走了过来，说：“你一定很想知道旺火的来历
吧？”“嗯，对呀，爸爸，你快给我讲讲吧！”“好吧。旺
火呀，传说是人们当年对付一种叫‘年’的怪兽时所用的，
因为这种怪兽最怕火和鞭炮声，人们为了驱赶‘年’，就想
出了一个办法：每逢春节它来的时候，就放鞭炮、垒旺
火，‘年’看见了，便再也不敢来了，于是这个习俗就流传
了下来，直到今天。”“哦，原来如此。爸爸，那垒旺火又
有什么意义呢?”我刨根究底的问。“你看见旺火上压的纸条
了吧，垒旺火就是图个吉利，想旺气冲天，旺火垒得越高就
说明主人的期望越高。”爸爸像个小老师，认真的给我讲着。

“哦，明白了。”怪不得要挂张红纸条呀！爸爸给我上的这
一课，让我了解了旺火的来历、意义，让我对民间的民俗有
了更多的认识，真是一举两的呀！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二

汉族丧葬旧的传统是讲究重殓厚葬，并且夹杂着许多迷信的
习俗。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礼隆重，分殓、殡、葬三
个阶段进行。

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人初死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
浴。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衣衾，一般用布
帛，富庶人家用丝绸，有的皇族用玉衣。大殓是把尸体装进
棺材。棺材称“寿材”，男棺刻有“寿”字，女棺刻
有“福”字，有的则刻以“福禄寿”三字的合写体。小殓时
还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富庶人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
近代则含一银元，均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
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用品等物，富庶人家及皇族随
葬物品繁多且贵重。

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3日，多
则30天，主要由奔丧者而定。古代多停棺3个月而葬，至多
达7个月。汉族传统习俗，父母死亡，儿女必奔丧，否则为不
孝。而亲朋好友将来哀悼祭奠死者，称之为“吊丧”或“吊
唁”。奔丧者均要丧服。古代汉族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
小功、织麻五种，称为“五服”，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
按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称为“披麻戴孝”。近代
多用白布做丧服。现代城市一般兴胸佩白花，臂戴黑纱。

葬，就是掩埋死者遗体，即棺木入土。旧俗入葬前往往要看
风水、择坟地，谓“择吉地”。送葬又叫出殡。送葬时，古
代汉族一般是“孝子”在前执绋，挽柩者唱挽歌。挽歌到近、
现代演变为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挽联送葬，到近、现代
又演变成送花圈，花圈上写挽联。

古有以人殉葬的习俗(主要是近亲、近臣和近侍，至清朝人殉
仍有遗存)，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
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
灵”、“祖灵”的仪礼。

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
葬原籍。

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守灵。中国古代礼制，
把孝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
“五服”这个词，表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孝服用白布做成，
这与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礼服的习俗大不相同。清朝时有一英
国人第一次到中国来，遇到出殡的队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
神情却痛苦悲哀，觉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殡时有人唱挽
歌，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过《挽歌诗》三首。
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

丧葬仪式规模大小与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
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公贵族、富豪
之家常以规模宏大的丧仪来炫耀自己的权势。《红楼梦》里
写宁国府死了秦可卿，所用棺材价值数千两银子，由二、三
百名和尚道士念经，出殡时的队伍“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
般”。而穷苦百姓连起码的温饱尚且达不到，自然也就谈不上
“重殓厚葬”了。有时甚至只能用一片席子包裹一下尸体，
草草埋掉。

尊长死后，子孙要在家守二十七个月，其间停止交际和娱乐，
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以表示对尊亲的哀悼，称“守
制”。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三

吴川是一个泥塑多的地方。

梅蒂泥塑起源于瓦窑村。瓦窑村始于唐朝（公元6），开基祖



姓廖，从佛山石湾迁徙而来，佛山石湾精湛的陶瓷工艺从此
也传入吴川。唐朝中期，有一年元宵，有个陶工随手用陶泥
捏起一座小型泥塑玩，想不到竟吸引了不少观众，后来别的
陶工也来凑热闹。这就无形中成了元宵泥塑展览。从此，泥
塑这一民间艺术断断续续经历了唐、宋、元三个朝代。到了
明朝洪武年间，皇帝派遣官吏四出挑选美女进宫寻欢作乐，
民间百姓对此无不怨声载道。于是，梅？头村的群众便乘闹
元宵之机，特地造了一套丑化皇帝与皇后的泥塑。其特点是：
人像的眼大、肚大、脚大、乳大、耳大。果然触动了官府衙
门，竟派遣大批衙差，声言要抄斩全村百姓。后来，炮制这
套泥塑的为首者便出灭辨解道：“皇上眼大看得准，肚大有
福份，脚大乾坤，乳大养子民，耳大听民音，这为何不
妥？”这帮趋炎附势的官兵听了无言可答，只好罢休。此后，
当地群众对“造泥塑”、“看泥塑”、“评泥塑”的兴趣更
浓，热情更高。这便成了当地居民闹元宵的一项主要内容。
随着岁月的流逝，“泥塑”作品的题材也不断有新的发展。
原先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盘古开天辟地”、“女祸炼石
补天”，“嫦娥奔月”、“哪咤闹海”、“八仙过海”或取
材于历史戏曲的“三顾茅庐”、“七郎打擂”、“平贵别
窑”等，进而发展到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金杯献给祖
国”、“军威震敌胆”、“向四化进军”等多样化题材。

若从“泥塑”制作工艺来看，逐步也不断有新的发展。过去，
老是用稻草竹篾绑“树杆”作“泥塑”支架，如今已被“铁
线扎钢筋”所取代了。有的群众还别出心裁地搞“活泥塑”，
只要来人轻轻按一下机关，小舞台上的“书生”就可吹箫弹
琴，又可启步运行；“公主”既可眉来眼去，又可翩翩起舞；
何去何从也跟着拧起罗伞，确是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有
的“胖娃娃”塑像还神气活现地当着观众的面“嘶嘶嘶”地
拉起“小便”来。原来，这些巧夺天工的“泥塑”已被制作
者搞成“电动化”了。

吴川真有趣！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四

今天，我们畲族将举行四年才一次的隆重庆典活动。

在祖厝里，有许多摆桌：有生猪、生羊、鸡鸭、兔子，还有
许多用黏土制作成神仙模型，还有酒，衬托着五彩缤纷的彩
灯，还有红龟。有一只红色的大乌龟，背上背着几只小乌龟，
它可不是一种动物，而是里面包豆沙的乌龟型的甜食，猪和
羊的嘴巴里都咬着一颗橙或苹果。

晚上十点左右，最引人注目的“烧龙船”准备开始了，这是
一艘很大的木头船，经过装饰，就像一艘正在风平浪静的湖
上行驶的船。

路上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天上的烟花很美，散开的烟就像一
只张牙舞爪的大章鱼，跟其它的烟融为一体。

到了沙滩，举龙船的人把龙船从推车上举下来，不时的
喊“一二三！”他们缓缓移动，终于把龙船抬到了沙滩。

有些人拿了一大堆的“寿金纸”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山，有
一根像柱子长的大香，我们这里的人都做成剑的样子，大约
有二人半的高度。

开始烧船了，在烈焰下，我的脸热得要命，“寿金纸”在空
中飘来飘去，果然是壮观又名不虚传在庆典。

龙船在皎皎的月光下继续燃烧。

我不会忘记这个热闹的日子――农历十月十八日。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五

元旦，几个热情的学生驱车把我拉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庄里。



在一家比较富有的农户的热炕头上，围坐在矮方桌边，我美
美的饱餐了一顿二十余年未曾入口的杀猪菜。品尝着那特有
的农家风味的杀猪菜，耳听着学生和老乡们的欢笑声，儿童
时代的生活场景又清晰的浮现在了脑海中......

我出生在吉林农村，儿童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对东北农村
过年的一些习俗有着非常深刻的美好记忆。这些习俗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日后的生活态度和思维习惯。杀年猪、吃
杀猪菜便是这些习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东北农村，劳累了一年的农民多选择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这一天杀年猪、吃杀猪菜，并由此揭开农历大年的序幕。从
小年杀年猪吃杀猪菜过后，依次是年三十除夕吃年夜团圆饭、
大年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闹花灯，再到二月二吃猪
头，传统的.农历过大年是要持续一月有余呢。

杀年猪的过程比较复杂，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一般得花费一
个上午、好几个人力来处理这只年猪。早上，天刚麻麻亮，
主人便起来做杀年猪的各项准备工作了。在杀猪师傅的指挥
下，几个年轻小伙子合力把饿了两顿、肚子空空、肠胃得到
清理的年猪按倒捆好，然后放在一个长条板凳上面，并在猪
身下放一个大木盆。杀猪师傅手中握着一只尺把长的擒刀，
非常熟练的从猪的下脖捅进去，一刀至心，绝不用第二刀。
刀出猪毙，血从伤口流到了大木盆中。杀猪师傅用棍不断的
搅拌流出的猪血，不使其凝固，以便一会用来灌制血肠。院
内炉灶中木拌子燃着熊熊的火，大锅中的水也已经哗哗的翻
开了，整只猪被放入了滚水中。翻了几个滚后，杀猪师傅在
猪腿上割了个小口，然后用长铁钎插入小口中，左右搅动，
将皮肉略微分离，再用气桶向小口中打气。随着气体的不断
进入，猪的身体也开始膨胀起来。等猪身完全膨大后，杀猪
师傅开始用刮刀退毛，刮刀所过之处，皮肉一片雪白。最后，
整只猪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肉桶。在屋里的一个大案板
上，杀猪师傅开始了他的解猪过程。杀猪师傅先把猪身从头
至尾在肚子这面用刀分开，然后小小心翼翼的把猪的心、肝、



肺等五脏取出，再格外小心的把肠肚等下水取出放入盆中。
取出这些内脏后，杀猪师傅才哗然响然的把猪身上的肉按部
位分割成数大块。最后一道工序是洗猪肠，这是一个很脏又
很费力费心的活，要求非常高，既要洗得干净又不能把猪肠
弄破损，十足的技术活。

年猪宰杀整理完毕以后，杀猪师傅还得配合厨师炖制各类杀
猪菜。可以说，杀年猪这一天，最忙碌、最重要、最有权威
的人无疑就是杀猪师傅了。在过去，一个甚至几个村才有一
个杀猪师傅，所以年关将近，正是杀猪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在平时，杀猪师傅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乡亲们另眼相看。

虽说杀猪菜上不得大雅之堂，但却极具东北特色，深得东北
人民的喜爱。东北地域宽广，不同地区的杀猪菜也不尽相同。
但以下一些菜肴是公认的能够反映东北特色的，哪家杀年猪
一般都会炖制的杀猪菜：烩酸菜，蒸肉，拆骨肉，白肉血肠，
蒜泥血肠，溜肥肠，溜苦肠，炒猪肝，猪肉炖粉条，猪皮冻
等等。这些菜的显著特点是：肉多，片（块）大，量足，烂
糊，肥而不腻，鲜美可口，香味四溢，热气腾腾。吃杀猪菜
时，主人总是要把村里德高望众的老人、村里的干部、没有
杀年猪的左邻右舍以及亲戚朋友请到家中来，共同享用这一
年中不多见的美味佳肴。

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钟各种菜肴才能做熟弄好，主人和客人
也才能依次落座。在主人致完开场白后，男女老幼兴高采烈
的拿起了手中的筷子，伸向杯盘碗碟中的各式菜肴，品尝杀
猪菜的过程才真正开始。人们一边吃着喷香的菜肴，一边谈
论着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奇闻异事；同时也猜测着来年的气候、
收成以及国家的政策，高声宣布着自己的看法和预感。品尝
杀猪菜的热炕头，是村民们各抒己见，阐述自己主张的最好
讲坛；同时，它也是乡亲们尽情抒发豪情、表达内心喜悦的
最佳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高兴了还可以喊几嗓，唱一段，痛痛快快的的说出心里话。
在农家烧酒的熏烤下，人们的兴致久久不减，猜拳行乐的呼



喊声持续不断，吃杀猪菜的过程也往往要沿续到天黑透以后。
在回家的路上，喝多了的村民们还不断的大声辩论着，探讨
着，呼喝着......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早已是今非昔比，以白肉血肠、烩酸菜、蒸
肉为代表的杀猪菜也走入了千家万户。现在，城市的街头时
不时的就可以看到以杀猪菜为主打菜的酒店饭馆，百姓们再
也不用等到年关时才能吃上一口杀猪菜了。但是，儿时杀年
猪吃杀猪菜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音尤在耳。那摆满餐桌香
气飘散令人垂涎的美酒佳肴，那几十人围坐在热炕上指东划
西、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那火爆、融洽、欢快、
祥和的节日气氛……，回想起来，这些都和我们今天努力要
达到的小康目标，孜孜以求的团结、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呢！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六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
写作文是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和记
忆力的重要手段。你写作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以下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关于民俗民风的作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我们家乡的春节别有一番特色，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每天都
会有精彩。虽然春节期间大家都忙里忙外，但是如果把忙碌
和欢乐相比，我想应该是欢乐占的比例更多吧。

除夕是最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除了
有特殊原因外，一般大家都会回到家里，与家人们团聚在一
起，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说离别时的奇闻乐事，津津
有味地品偿美味佳肴，享受着团圆的乐趣。吃完年夜饭，我
们可以到室外去观看四处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缤纷绽放，聆
听四处每一声喜庆的祝福。走在小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你



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改善和企业科技力量的提高，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烟
花不断涌现，我们所看到的烟花越来越美、人们燃放的烟花
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年我感到变化很大。除了晚上八点钟
的春节联欢晚会外，到了十二点左右，也就是午夜零点时刻，
我们又能听到一阵一阵激烈的爆竹和鞭炮声，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啊!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总是要吃汤圆或面条，这是我们的传
统习惯。从初一开始至初十左右，我们大家都要到亲戚朋友
家里去作客拜年。去时一般都会带上一些礼品，表达一片客
气之意。同样，亲戚朋友来作客也是如此。无论是我们去作
客，还是亲戚朋友来作客，小孩子肯定赚足了便宜，因为
他(她)们能得到大人们的压岁钱，手拿压岁钱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

正月里各个商家初次开门都会燃放爆竹，企业开工一般在初
六之后，也都会燃放大量爆竹，还有的放烟花，都呈现给人
一派喜庆的景象。正月里我们家乡还有各类丰富的娱乐活动，
如书法家们为大家现场书写并赠送春联，京剧、越剧爱好者
们会组织演唱会等。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七

**年的`寒假，我与爸爸妈妈参加了牛通社组织的到嘉善碧云
山庄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活动。

抱着疑惑和好奇，我依次体会了写春联、腌猪肉、做喜饼等
年俗活动，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打年糕了。

只见阿姨先从蒸房把被湿布包裹着的熟糯米与熟梗米拿了出
来，再端来一盆热水，把水撒在石臼上。



然后，将糯米和梗米放入石臼，对着我们说﹕“做年糕需要
两种米，分别是糯米和梗米。

人们常常把糯米与梗米按一定的比例混和着制作年糕。

”紧接着，她教我们打年糕的步骤和要领。

我与其他两个小伙伴齐心协力把沉甸甸的木锤高举到头顶，
跨弓字步，整个人略向后倾，将木槌用力打到饭团上，只
听“砰”一声，锤子击向饭团，米粒黏在了一起。

接着，我们又使劲击打，还时不时把饭团翻一个身，将水撒
到饭团上防止木槌与饭团黏在一起。

我们四个小队友一人翻饭团，三人打年糕配合得很默契，可
是打了很多槌下去年糕还是未俱成形。

此时我们已经气喘吁吁，手脚酸痛了，看来这打年糕可还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妈妈告诉我，相传在唐朝时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

如何将多余的粮食更好地储存起来呢?于是老百姓想出了做粽
子、打年糕、酿米酒等方法制作风味不同的食物，渐渐地就
沿袭成为了年俗文化。

从民俗文化中我看到了千百年前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这真是
一次有趣的体验!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八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大家庭，有着不同的民族，有着不一样的.
节日，有着不一样的特色食物，还有不一样的民居，不一样
的穿着，但在我认为，磐安的春节是最热闹、最隆重、最有



趣的。我喜欢磐安的春节。

所谓春节——是最热闹、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俗称过年。
过年是一年中最忙、最高兴、最开心的日子。看，磐安的春
节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窗花、年画等。还要买家家户户春
节必须有的东西——如：各种各样的小吃，水煮花生、红枣
桂圆汤、饺子、年糕、炸春卷......过年的除夕夜家家户户
要吃团圆饭，此时此刻，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饭，
餐桌上还必须有一条鱼，象征着“年年有余”。

磐安的春节还有一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迎龙灯。到了春节
的第三个高潮，大街小巷每家每户都在放烟花。抬头一看，
就能看见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烟花飞上天，“噼里啪啦”
的。乡村的龙灯有的非常长，龙头还有长长的胡须，显得非
常的霸气。哦，我喜欢乡村的龙灯。

过年时的除夕夜还有春节联欢晚会。晚会上有多姿多彩的节
目，如：小品，搞笑幽默；有相声，脍炙人口，让人赞不绝
口；有唱歌，唱的优美动听，使人听了还想再听一遍。到了
十二点正，每家都要起来放鞭炮叫——开门红；春节的除夕
夜，最传统的习俗是守岁，有两种含义。一、珍惜大好时光。
二、守岁的时间越长，父母的寿命就越长。磐安的春节在农
历的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里都要举行一次大扫除，把天花板
擦得干干净净，把地扫得一尘不染。因此，这一天不仅是最
忙的，也是最累的。

春节的除夕夜还有一种习俗——吃饺子。炸饺子又香又脆，
非常好吃。饺子虽然好吃，但制作起来，却很难。首先做饺
子皮，先把面粉搓成面团，在一点一点揪出来，再做成一个
圆形。然后，再做饺子，然后再做饺子馅儿，先把豆腐切丁，
然后把肉切沫，再把菜也切成丁，然后再搅拌在一起，这样，
就做好了。接着，就可以包饺子了，馅包在饺子皮里。在沾
点水，捏花边，饺子做好了，十分好吃。哦，我爱吃饺子。



春节的第二个高潮——就是拜年了。我们一家拿着许许多多
的东西去亲戚、朋友家拜年，喝茶。我最喜欢拜年了，因为
在拜年时可以收到一个个大红包。哦，拜年真好。

看，这就是盘安的春节。的确很热闹？很热闹？的确很传统？

民俗民风评语篇十九

元旦，几个热情的'学生驱车把我拉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庄里。
在一家比较富有的农户的热炕头上，围坐在矮方桌边，我美
美的饱餐了一顿二十余年未曾入口的杀猪菜。品尝着那特有
的农家风味的杀猪菜，耳听着学生和老乡们的欢笑声，儿童
时代的生活场景又清晰的浮现在了脑海中......

我出生在吉林农村，儿童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对东北农村
过年的一些习俗有着非常深刻的美好记忆。这些习俗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日后的生活态度和思维习惯。杀年猪、吃
杀猪菜便是这些习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东北农村，劳累了一年的农民多选择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这一天杀年猪、吃杀猪菜，并由此揭开农历大年的序幕。从
小年杀年猪吃杀猪菜过后，依次是年三十除夕吃年夜团圆饭、
大年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闹花灯，再到二月二吃猪
头，传统的农历过大年是要持续一月有余呢。

杀年猪的过程比较复杂，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一般得花费一
个上午、好几个人力来处理这只年猪。早上，天刚麻麻亮，
主人便起来做杀年猪的各项准备工作了。在杀猪师傅的指挥
下，几个年轻小伙子合力把饿了两顿、肚子空空、肠胃得到
清理的年猪按倒捆好，然后放在一个长条板凳上面，并在猪
身下放一个大木盆。杀猪师傅手中握着一只尺把长的擒刀，
非常熟练的从猪的下脖捅进去，一刀至心，绝不用第二刀。
刀出猪毙，血从伤口流到了大木盆中。杀猪师傅用棍不断的
搅拌流出的猪血，不使其凝固，以便一会用来灌制血肠。院



内炉灶中木拌子燃着熊熊的火，大锅中的水也已经哗哗的翻
开了，整只猪被放入了滚水中。翻了几个滚后，杀猪师傅在
猪腿上割了个小口，然后用长铁钎插入小口中，左右搅动，
将皮肉略微分离，再用气桶向小口中打气。随着气体的不断
进入，猪的身体也开始膨胀起来。等猪身完全膨大后，杀猪
师傅开始用刮刀退毛，刮刀所过之处，皮肉一片雪白。最后，
整只猪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肉桶。在屋里的一个大案板
上，杀猪师傅开始了他的解猪过程。杀猪师傅先把猪身从头
至尾在肚子这面用刀分开，然后小小心翼翼的把猪的心、肝、
肺等五脏取出，再格外小心的把肠肚等下水取出放入盆中。
取出这些内脏后，杀猪师傅才哗然响然的把猪身上的肉按部
位分割成数大块。最后一道工序是洗猪肠，这是一个很脏又
很费力费心的活，要求非常高，既要洗得干净又不能把猪肠
弄破损，十足的技术活。

年猪宰杀整理完毕以后，杀猪师傅还得配合厨师炖制各类杀
猪菜。可以说，杀年猪这一天，最忙碌、最重要、最有权威
的人无疑就是杀猪师傅了。在过去，一个甚至几个村才有一
个杀猪师傅，所以年关将近，正是杀猪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在平时，杀猪师傅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乡亲们另眼相看。

虽说杀猪菜上不得大雅之堂，但却极具东北特色，深得东北
人民的喜爱。东北地域宽广，不同地区的杀猪菜也不尽相同。
但以下一些菜肴是公认的能够反映东北特色的，哪家杀年猪
一般都会炖制的杀猪菜：烩酸菜，蒸肉，拆骨肉，白肉血肠，
蒜泥血肠，溜肥肠，溜苦肠，炒猪肝，猪肉炖粉条，猪皮冻
等等。这些菜的显著特点是：肉多，片（块）大，量足，烂
糊，肥而不腻，鲜美可口，香味四溢，热气腾腾。吃杀猪菜
时，主人总是要把村里德高望众的老人、村里的干部、没有
杀年猪的左邻右舍以及亲戚朋友请到家中来，共同享用这一
年中不多见的美味佳肴。

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钟各种菜肴才能做熟弄好，主人和客人
也才能依次落座。在主人致完开场白后，男女老幼兴高采烈



的拿起了手中的筷子，伸向杯盘碗碟中的各式菜肴，品尝杀
猪菜的过程才真正开始。人们一边吃着喷香的菜肴，一边谈
论着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奇闻异事；同时也猜测着来年的气候、
收成以及国家的政策，高声宣布着自己的看法和预感。品尝
杀猪菜的热炕头，是村民们各抒己见，阐述自己主张的最好
讲坛；同时，它也是乡亲们尽情抒发豪情、表达内心喜悦的
最佳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高兴了还可以喊几嗓，唱一段，痛痛快快的的说出心里话。
在农家烧酒的熏烤下，人们的兴致久久不减，猜拳行乐的呼
喊声持续不断，吃杀猪菜的过程也往往要沿续到天黑透以后。
在回家的路上，喝多了的村民们还不断的大声辩论着，探讨
着，呼喝着......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早已是今非昔比，以白肉血肠、烩酸菜、蒸
肉为代表的杀猪菜也走入了千家万户。现在，城市的街头时
不时的就可以看到以杀猪菜为主打菜的酒店饭馆，百姓们再
也不用等到年关时才能吃上一口杀猪菜了。但是，儿时杀年
猪吃杀猪菜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音尤在耳。那摆满餐桌香
气飘散令人垂涎的美酒佳肴，那几十人围坐在热炕上指东划
西、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那火爆、融洽、欢快、
祥和的节日气氛……，回想起来，这些都和我们今天努力要
达到的小康目标，孜孜以求的团结、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呢！

民俗民风评语篇二十

天蓝碧海，鸟语花香，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湛江。湛江的民俗
风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民间艺术丰富多彩。

湛江乡村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习俗。如过年，家家户户都蒸
年糕，制作“木叶挞“（糯米），包粽子，炸煎堆。制
作“木叶挞”，是十分讲究的，要用田艾草与糯米粉揉和
作“乙皮”用花生、芝麻、椰丝炒香加红糖作“乙馅”，然



后用新鲜菠萝树叶于包裹，放入锅蒸熟。刚出锅的“木叶
挞”软绵绵的，乙皮含着艾草的清香，咬一口就溢出香喷甜
蜜的馅浆，那种腻腻的香甜，你忘记也难！

湛江沿海乡村靠海吃海，人们习惯从海里捕鱼捉虾，放入沙
堡用清水煮汤喝，即使是咸鱼也一样，这种堡煮食物的烹调
方法已成为习俗。

湛江也有一种习惯就是以醒狮来娱乐助兴。一般在春节或喜
庆的日子。所谓的醒狮也就是舞狮。醒狮是湛江城乡最普遍
最热闹的民间舞蹈，尤其是遂溪醒狮被誉为“中国醒狮之
乡”。遂溪醒狮艺术，起源于宋代，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醒狮的狮头特大，用竹蔑扎成，蒙上麻布，饰之以羊毛，酷
似狮形。狮头以斑驳似狮身狮尾的杂色布。一人舞狮头，一
人舞狮尾。紧随狮子后面是锣鼓钹击乐。浩浩荡荡，十分壮
观。

历代民间年节舞狮，寓意驱邪扶正，祝贺庆吉祥，深受人们
喜欢。

给人一种飘逸空灵的神奇美感——飘逸。飘逸巡游是庆赏元
霄的高潮。从元宵节上午起，街头巷尾人头攒动，男女老幼，
欢天喜地地等候飘色巡游。

飘色巡游，前面是锣鼓旌旗开路，舞狮舞龙助阵，接下来扒、
推出一台台飘色。每一台飘色似一座流动的小舞台，表演一
幕精彩的戏曲故事。如《西游记》、《红楼梦》等。人物表
演精彩，街头巷尾，满街喝彩。

这些都说明了这是湛江优雅的传统、优美的风土人情及湛江
人民的聪明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