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多彩的生活：中国传统民俗习题 

练习一：单选题 

1. 古时民间，每逢春节，家族成员齐聚祠堂，祭拜祖先，相互祝贺，称为

（  ）。 

A. 团拜 B. 拜年 C. 祭祖 D. 贺友 

2.“龙舟”一词，最早出自（  ）。 

A.《旧唐书》 B.《穆天子传》 C.《东京梦华录》 D.《礼记》 

3.明代官员常服上所绘动物图案因官职不同而不同，一品官员通常可绘（  ）。 

A. 仙鹤   B. 孔雀   C. 黄鹏  D.云雁 

4.周代婚礼服饰的色彩采用（  ）。 

A. 红青二色  B. 玄赤二色  C. 白黑二色  D. 玄纁二色 

5.《礼记》记载：“（  ），礼之始也。” 

A.婚者  B. 冠者  C.吉者  D.宾者 

练习二：讨论与分享 

请针对以下现象，谈谈你的看法。 

（1）一份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表示喜欢汉服，44.0%的受访者在日常

生活中穿过汉服。现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汉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你是如何

看待“汉服热”现象的？你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有什么意义？ 

（2）2018 年 11 月 11 日，安徽黄山西递古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传统集体

婚礼。新人所着婚服以玄色为主，婚礼场景以传统中国红为主，婚礼行周制婚礼



礼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婚礼形式？谈一谈你对古代婚礼的认识。 

练习三：案例分析 

元宵节的来历与习俗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 

元宵节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是一项重大节日。相传，汉文帝为庆祝周勃于正

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在该日与民同庆。古时，正月又称元月，夜同宵，故正月

十五又称作元宵，意味“上元节的晚上”。后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列为

重大节日。 

隋、唐、宋以来，元宵盛极一时，节日名称、节俗活动等也随之发生变化，

并得到丰富。元宵在早期，常称正月十五、正月半或月望，隋以后称元夕或元夜，

唐初称上元，唐末偶称元宵，自宋以后称灯夕，清朝称灯节。在元宵节这一夜，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出门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清朝还加入了舞狮、扭秧

歌、踩高跷、跑旱船等“百戏”内容。 

因元宵彻夜燃灯，蔚为壮观，著名诗人辛弃疾曾著诗称：“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

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 

思考： 

1.你读过关于元宵节的诗歌吗？诗中描写了哪些元宵节的风物景致和人文

习俗？ 

2.你的家乡有什么元宵节习俗，你知道这些习俗的寓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