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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民俗趣谈》一书，涵盖内容广泛，从不同的角度、主题切入，让读者刚收到不同
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们的不同风俗。 

内容简介

《全球民俗趣谈》涵盖了全球民俗文化，从亚马逊到撒哈拉，从北极到赤道，从白人到
黑人，从现在文明到原始部落，包括了饮食、节日、服饰、婚俗、民居、禁忌、礼仪各
方面的内容，让您眼花缭乱，回味无穷。

作者简介

宋璐璐：女，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兼修汉语言专业。她从小在北京的胡同长大
，喜爱文学，并专注于写作，迄今为止，她已经编辑撰写过上百部书籍、稿件，其中《
清朝传奇人物》《乔布斯送给男孩的礼物》等书，在业内受到了一致好评，《玻璃鞋》
《甜心小姐》等短篇小说也被国内知名杂志收录入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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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言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虽然大多数的文化我们没有感受过，更
没有接触过，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所呈现的魅力和吸引力。民俗是民族的精华与标志，
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内涵，那么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熟识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民俗风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联系人类过去与未来的神秘纽带，它有着自己独特
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效益。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特殊的民俗不为人所知，甚至
还有一些民俗文化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步衰落了，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不幸的
，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在此想法上，我们付诸行动和实践，最大可能地将这些民俗风
情展现在21世纪的阳光之下，不要再让其尘封于地底。在这个世纪大舞台上，应该有一
个专门的角落是为了它们的绽放而存在的，人们应该对民俗文化充满敬仰和敬畏。
基于此，本书从饮食大观、节日趣闻、百态服饰、婚俗百态、奇风异俗、民居、禁忌、
各国礼仪等八个方面，向您详细描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风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满足
您的好奇心和探索心，让您更好地了解每一个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趣闻魅力。
本书语言通俗有趣，内容丰富，涉及面非常广，让您在家中也能够走遍世界，将各地的
风情翻阅于手掌之间，给您带来别样的趣味。
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朋友们舒心的享受。当然，文化博大精深，编者认知有限，如
有读者朋友发现书中有不当之处，还望及时指出，编者将不胜感激。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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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人的食物——仙人掌
墨西哥位于热带草原，昼夜温差大，雨量稀少，这种环境和气候很适合仙人掌和龙舌兰
的生长。据说，世界上有两千多种仙人掌科的植物，而光是墨西哥就占了一半左右，其
中还有两百多种是墨西哥独有的植物，所以，墨西哥还有“仙人掌之国”的美称。
墨西哥人非常喜欢仙人掌，并且将其作为民族的象征。国旗、国徽上都有仙人掌的身影
，甚至就连现在墨西哥所流行的货币上，也都画着仙人掌的图案。由此也可以看出，仙
人掌在墨西哥人们的心中，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墨西哥人民看来，仙人掌见证着墨西
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墨西哥，农民家的篱笆都是用五六尺高的仙人掌圆柱筑成的，这样一来既可以将家畜
围起来，也可以防止野兽进入院内。仙人掌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把一片叶子插进泥土里
，就算是几个月不下雨，它也照样能够成活。而一颗37千克重的仙人球，在六七年不下
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顽强地活上上百年。 前言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
化氛围，虽然大多数的文化我们没有感受过，更没有接触过，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所呈
现的魅力和吸引力。民俗是民族的精华与标志，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内涵，那么最快捷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熟识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民俗风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联
系人类过去与未来的神秘纽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效益。可是，在这个
世界上，还有很多特殊的民俗不为人所知，甚至还有一些民俗文化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
而逐步衰落了，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不幸的，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在此想法上，
我们付诸行动和实践，最大可能地将这些民俗风情展现在21世纪的阳光之下，不要再让
其尘封于地底。在这个世纪大舞台上，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角落是为了它们的绽放而存在
的，人们应该对民俗文化充满敬仰和敬畏。 基于此，本书从饮食大观、节日趣闻、百态
服饰、婚俗百态、奇风异俗、民居、禁忌、各国礼仪等八个方面，向您详细描述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的风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满足您的好奇心和探索心，让您更好地了解每一
个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趣闻魅力。 本书语言通俗有趣，内容丰富，涉及面非常广，让
您在家中也能够走遍世界，将各地的风情翻阅于手掌之间，给您带来别样的趣味。 希望
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朋友们舒心的享受。当然，文化博大精深，编者认知有限，如有读
者朋友发现书中有不当之处，还望及时指出，编者将不胜感激。 文摘
墨西哥人的食物——仙人掌 墨西哥位于热带草原，昼夜温差大，雨量稀少，这种环境和
气候很适合仙人掌和龙舌兰的生长。据说，世界上有两千多种仙人掌科的植物，而光是
墨西哥就占了一半左右，其中还有两百多种是墨西哥独有的植物，所以，墨西哥还有“
仙人掌之国”的美称。 墨西哥人非常喜欢仙人掌，并且将其作为民族的象征。国旗、国
徽上都有仙人掌的身影，甚至就连现在墨西哥所流行的货币上，也都画着仙人掌的图案
。由此也可以看出，仙人掌在墨西哥人们的心中，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墨西哥人民看
来，仙人掌见证着墨西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墨西哥，农民家的篱笆都是用五六尺
高的仙人掌圆柱筑成的，这样一来既可以将家畜围起来，也可以防止野兽进入院内。仙
人掌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把一片叶子插进泥土里，就算是几个月不下雨，它也照样能够
成活。而一颗37千克重的仙人球，在六七年不下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顽强地活上上百
年。 从古至今，墨西哥人就有食用仙人掌的习惯。仙人掌的叶子、嫩芽、果子、种子等
都可以食用，仙人掌的汁还能够制成饮料。在墨西哥，人们可以买到削了刺的仙人掌，
而人们也用仙人掌来招待客人。先把仙人掌的刺去掉，然后再用开水烫，接着把仙人掌
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做成有着独特风味的色拉或辣酱，和葱头一起卷着玉米薄饼吃，很
是鲜美爽口。另外，仙人掌的根以及整株都可用药。仙人掌还可以做成禽畜饲料。现在



，墨西哥地区已经在大力开发野生仙人掌，做成饲料后，出口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巴西饮料——瓜拉那 瓜拉那是巴西市场上最为常见的饮料。瓜拉那刚一问世，就受到了
巴西人的喜爱。不管在冷饮店还是在比赛现场，不管在沙滩还是在飞机上，你都能够品
尝到美味可口的瓜拉那饮料。而它之所以受到这般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清热解火
、生津解渴的作用，还因为他也是一种比较优良的保养品，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延年
益寿、抗衰老。瓜拉那的适用人群就是中老年人。不过睡觉之前不宜过量饮用瓜拉那，
儿童最好要少饮。 瓜拉那是用瓜拉那树的果实研磨成粉制成的。纯正的瓜拉那粉呈棕色
，有些微的苦味。配制瓜拉那的时候，还要添加适量的糖和果汁，而瓜拉那的比例不宜
过高。瓜拉那树有一米多高，属于热带灌木，果实比樱桃略微大一点点。1826年，著名
的植物学家马尔蒂斯在亚马孙地区发现了瓜拉那树，瓜拉那树的果实里面含有大量的咖
啡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单宁酸等，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 相传
，在印第安人中还有一个关于瓜拉那的神奇传说。很久以前，在亚马逊流域有一个绝代
佳人——塞拉萨波兰加，部落的男女老少都对她非常的尊敬和爱戴。可是，这个塞拉萨
波兰加却爱上了敌人部落里的一个勇士，两个人还一起逃走了。后来，塞拉萨波兰加部
落的人将他们二人抓回来之后，决定处死那位勇士，塞拉萨波兰加想方设法救出了勇士
，二人再次逃走，最后在双方部落首领的威逼下，二人在一棵大树下面自杀了。部落民
众听到这则消息后，都感到无比悲痛，他们祈求雅西美女神可以让这位美丽女子的灵魂
和他们同在。雅西美女神被感动了，施法让塞拉萨波兰加的眼睛变成了一棵树，树上接
出来的果实就好比姑娘的眼睛一样，而这棵树就是瓜拉那。后人还将瓜拉那称之为“青
春果。” 第二章节日趣闻：体会他乡的节日 耶稣重生的日子——复活节 对于西方国家
来说，复活节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复活节是在一年当中春分月圆过后的首个星期
天举行。复活节对基督教徒来说代表着希望和重生，它用来纪念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被
钉死以后又复活。只要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都会过复活节。 《圣经》上说，耶稣
的父亲是上帝。耶稣刚出生时落到了马槽里，后来他长到了三十岁，收了十二名学生，
到各处宣扬宗教理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耶稣什么都干过，他给人看病、讲道理，甚
至帮忙驱鬼。他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并用自己的智慧启迪他们。 上帝给耶稣
的时间有限，但需要耶稣帮助的人太多了，时间一到他被人出卖了。耶稣很快被逮捕，
并遭受了审问，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临死前说自己会在三天以后复活。到了
他死后的第三天，他真的复活了！《圣经》上说耶稣是来替人们赎罪的。 基督教的信徒
认为，尽管耶稣遭受的待遇和犯人无异，被钉到十字架上，但这不是由于他犯了什么罪
，而是他在上帝的安排下给所有人赎罪。耶稣死后又复活了，这就说明他已经给世人赎
清了罪。不管是谁，相信耶稣并将自己的罪行在他面前承认，就会被上帝宽恕。
各式各样的复活节彩蛋 12月25日过去以后，复活节特有的巧克力蛋就会在各个商店中出
售。孩子们最喜欢这种小巧的巧克力蛋，因为它们很便宜，可以拿零花钱买。 通常市场
卖的彩蛋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方旦糖，表面上包裹着一层非常薄的巧克力，当中为
面团。方旦糖经常使用五颜六色的漂亮锡箔纸来包装，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第
二类是空蛋，它和方旦糖相比要大一些，当中是空的，外面的壳用巧克力制成。将空蛋
敲碎，就可以吃巧克力做成的蛋壳了。 复活节快要到来时，商店里出售的彩蛋就会更加
精美，而且种类更加丰富。在卖彩蛋的同时，商店还会卖很多吸引孩子眼球的各种小东
西——棒棒糖、巧克力杯等。其实，复活节彩蛋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让所有的
人都感到高兴，感到节日的到来。所以彩蛋都做得非常好看，既可以用来当装饰品，也
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 必不可少的节日游行 以前，不少西方国家都会在复活节进行一



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这主要是源于宗教的习俗。参与游行的人们穿着长袍，拿着十
字架，光着脚。一些游行者还会将自己装扮成基督教有名的人，以此来表示庆祝。 现在
的复活节游行不像以前宗教色彩那么浓厚了。美国人在复活节这天游行时，会有小丑在
人群中踩高跷，还会有各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卡通人物出现，比如米老鼠、唐老鸭等。英
国人则会在游行的时候将本地的风俗和历史展示出来，所以他们往往打扮成当地的历史
人物或者是皇宫守卫。 复活节的习俗 1.穿新衣，除霉运 除了游行以外，人们在复活节这
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们会穿上节日的新衣服（在以前，基督教教徒在会到教堂接受
洗礼之前，才将新衣服换上）。复活节穿新衣服的风俗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所有人认
为如果在复活节没有穿新衣，便会倒大霉。除了穿新衣服外，人们还会将居所进行一番
打扫，用全新的状态迎接今后的生活。 2.翻滚吧，红鸡蛋 在复活节，人们会将鸡蛋煮熟
之后再涂红，表示天鹅泣血，同时也象征着生命女神诞生以后十分幸福。不论大人小孩
，都会聚到一起，将红鸡蛋拿出来，用它们玩游戏。人们让这些红鸡蛋在坡上或地上滚
来滚去，谁的红鸡蛋最后破裂，谁就胜出。获胜的人可以把所有的红鸡蛋都拿走。 滚红
鸡蛋的游戏十分常见，就算是白宫，也会在复活节进行这项游戏。但是这里的人不是在
地上滚红鸡蛋，他们会将红鸡蛋放到草坪上作为节日的装饰。人们认为，复活节的滚红
鸡蛋活动有很重要的意义，能让恶魔心神不宁、十分痛苦。 3.吃羊肉，吃火腿
复活节这天，美国人会吃羊肉以及火腿。关于这个习惯，还有一个传说。 上帝想看看亚
伯拉罕是不是真正忠于自己，就让他将唯一的儿子拿来当祭品。尽管亚伯拉罕极不情愿
，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上帝的命令。当他拿起刀，正准备将儿子杀死时，上帝让天使拦
住了他。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公羊做祭品，代替儿子奉上。后来，使用羊肉来祭祀
上帝就成为复活节的传统。 至于复活节吃火腿这个习俗，一开始在美国不存在，传说是
从英国传过去的。英国人一开始是用火腿来鄙视犹太人不许肉里面带血的习惯。现在，
火腿已经成了复活节必不可少的一种食品。 有趣的复活节兔子
兔子是复活节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和复活节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古时候，复活节那
天恰好和春太阳节赶到了一起。春太阳节是人们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兔子繁衍生息的
速度是极快的，所以人们就把兔子当成是春天万物复苏、生命成长的象征。此外，兔子
还有其他身份。爱神阿弗洛狄特将兔子当成宠物；兔子是给日耳曼土地女神霍尔塔指引
道路的使者。 复活节时，人们将兔子当成是礼物的传递者，会让它帮忙送彩蛋。兔子形
状的各类礼物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妖魔鬼怪尽登场——万圣节
万圣节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它在每年的11月1日举行。 万圣节一开始是古代凯
尔特民族过年时的庆祝活动。凯尔特民族在庆祝的同时也会对死去的人进行祭奠。为了
避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他们还会进行各种祭拜。他们祭拜祖先和神灵，希望能得到保
佑。到了晚上，小孩子们就穿起早已准备好的衣服，戴好奇形怪状的面具，一家接一家
地要糖果。 万圣节的习俗有哪些 对于万圣节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有很多种说法。其中
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这个名字是从西欧国家传过来的。这些西欧国家主要是威尔士、
爱尔兰与苏格兰。 古时候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是德鲁伊特人，他们把新年定于11月1日。
在新年前一天的晚上，德鲁伊特人当中的年轻人会聚集到一起，他们头上戴着看起来非
常恐怖的面具，手里拿着用萝卜制作的灯笼，在村子之间来回行走。 有人认为这种活动
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庆祝种秋的仪式；有人则认为他们这是在过“鬼节”。据说去世的人
会在当年重新来人间走一遭，他们的灵魂就是在万圣节前的夜里出现的，所以人们就用
盛大的活动让这些重返人间的鬼魂看到丰收的景象，并让他们享受一顿大餐。晚上人们
点燃火把，就是为了给鬼魂们点亮黑暗的路，让他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万圣节时，人们



都会穿上稀奇古怪的服装，让自己看起来十分恐怖。这个习惯一开始只是恶作剧，但是
因为这样穿戴能让气氛变得更加活跃，逐渐被众多的人接受。现在，如果在万圣节不把
自己打扮成鬼，就是不正常的了。 万圣节穿什么服装没有定，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不过
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平时古怪。有的孩子会穿一身白色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
天使一样；有的孩子将自己装扮成喜欢的卡通人物；也有一些孩子喜欢神秘的感觉，戴
上高高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能的魔术师。这里有一种十分简单的鬼服，把白色
的床单抠出两个洞来，然后披在身上，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幽灵了。 最流行的也是
装扮人数最多的要属女巫。正因为如此，到了万圣节前夕，所有卖万圣节服装的商店都
可以看到女巫的服装。由于影视作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因此每年都会
出现不同的服饰。比如当年一部电影非常火爆，很有可能在万圣节当天，电影里的主角
就成了孩子们装扮的对象。 等孩子们装扮好以后，家长便会领着他们到处逛一逛，让他
们到别人家敲敲门。被敲门的这家主人便会拿出糖果，赏给这些万圣节的“小怪物”们
。不过家长只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有万圣节装扮的人家，因为有了装扮就表示这家欢迎访
客。如果一家门前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点亮万圣节的灯火，家长就不许孩子去捣乱。 
在索要糖果的过程中，孩子们都会乖乖站在门外等着，谁都不到人家的屋子里胡闹。要
到糖果以后，孩子们会拿到父母面前，让父母检查过之后才吃。给孩子们糖果的人也有
要注意的事项，不能给孩子们自己做的食物，一定要送买来的并且是包装好的糖果。 南
瓜灯可以说是万圣节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它是从古代爱尔兰起源的。在古代爱尔兰，有
个特别喜欢喝酒，而且经常在喝醉以后以制造恶作剧为乐的人。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用
谎话把恶魔骗到了树上，然后在树上画了一个震慑恶魔的十字，还用语言恐吓恶魔。恶
魔非常害怕，最后表示愿意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这人便让恶魔用法术帮助自己，这才把
恶魔放了下来。但是因为恶魔的法术，这个人去世之后，鬼魂到不了天堂，也去不成地
狱，因此他的鬼魂就在蜡烛光亮的指引下不停游荡。 传说当中，指引那个人鬼魂的蜡烛
是放在一个中间挖空的萝卜里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用南瓜比用萝卜好很多，它容易雕
刻还引人注目。因此，人们逐渐用南瓜取代了萝卜。到现在，南瓜灯已经成了万圣节的
专有物品。 万圣节最古老的庆祝习俗基本还在爱尔兰地区存在着。到了每年10月份末尾
的那个星期一，全国都会放一天的假。这时，所有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并会在下一个星
期进行一次期中考试。人们一般会把这次休息时间称为万圣节假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
家当中，只有爱尔兰会在万圣节放假，因此，那里的人可以在万圣节无拘无束地玩耍。 
在万圣节之前的晚上，人们经常会做游戏，其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游戏便是咬苹果。在游
戏开始后，人们把苹果放到水盆里，倒上水，让苹果浮在水面上。然后孩子们就用嘴巴
去咬住苹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允许用手帮忙。哪个孩子最先咬到了苹果，他就取得胜
利。 万圣节巡游 到了万圣节的晚上，纽约市就会有一场盛大的巡游活动。此时满大街都
可以看到打扮得稀奇古怪的人，有恶魔、怪兽、僵尸、吸血鬼等。纽约政府欢迎人们来
参观巡游，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男人还是女人，无论肤色，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会
表现出如火的热情。 很多天生胆小的人也会去参加巡游活动。因为谁都知道那些吓人的
怪物是人扮的，一点也不用害怕。在巡游过程当中，有很多搞怪的鬼脸甚至会让人捧腹
大笑。身处其中，简直就像是到了一个巨大的化装舞会现场。 关于万圣节巡游活动的起
源，有这样的说法。以前在格林尼治村住着一个会制作面具也会制作木偶的人，他除了
工作之外，还经常和朋友以及附近村落的小孩子们到处游行，展示自己的面具与木偶。
渐渐的，他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村子的集体活动，人们会在活动中表演木偶剧。村
子里的人希望所有路过的人都加入到他们当中，因此他们会邀请每一个人，让路人也成



为活动中的一员。 现在，纽约市举行的每年一度的万圣节巡游活动，总能将纽约人的积
极性全都调动起来，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巡游活动依旧是在格林尼治村
进行，游行的队伍商量好时间和地点之后，会准时到场，游行很长时间后才会停止。 不
管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在参观万圣节巡游活动时，全都可以加入到人群当中。无需过多
的准备，只要简单装扮一下，或者拿上一件简单的小道具，就能融入到这场欢乐的集会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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