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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生活”的书。
它将中国20世纪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画卷铺展在人们面前。
那些身边周而复始的生活琐事，看似细碎、平凡，却原来饱含着那么久远的源流，那么丰富的内容，
那么精彩的故事。
服饰、饮食、民居、交通、婚俗、两性、养老、丧祭、节庆、娱乐、社保⋯⋯，作者将百年来的世态
风情、沧海桑田浓缩在这尺寸之间。
一饮一食的传承，无不浸透着中华古国的悠远传统；一衣一帽的变化，无不展示着神州大地的现代化
进程。
    这是一部人人都看得懂的书。
书中讲的，就是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和一百年前相比，宛若两个世界。
一百年前的人们不可能想象生活的种种演变成今日的模样；但是，今天的人们是否真的知道祖辈是怎
样渡过的岁岁朝朝？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百转千回，穿越时空隧道，遂成现在的模样。
我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渗透着文化的演进和文明的融合。
    这是一部人人都会喜欢看的书。
书中讲的，正是人们都知道而又不详细知道的生活。
面对当夜清宫戏、民国戏、现代戏充斥荧屏的朝代，面对各种戏说、正说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
，本书以严谨的学风，翔实的史料，交给你一把尺子，你可以用来量一量，舞台、荧屏上展示的种种
生活状态，是否真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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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昌洪，1943年生，历史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成果有《辛亥革命词典》（常务编委）、《中国近代社会 风俗史》、《西俗东渐记——中国近
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在商 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中国鼓文化研究》
（合著）、《清通鉴》（副主编）、《东方商旅丛书》（主编） 等。
其成果多次荣获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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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生活是个大世界前言一 服饰潮流的急剧变化  1. 清末官民服饰  2. 清末民初放足剪辫  3. 民国服饰
潮流与时装  4. 新中国的服饰习尚二 饮食文化的缓慢变化  1. 清沫宫廷饮宴与民间饮食风尚  2. 民国时期
食俗的传承与变异  3. 西洋食品的传入与流行  4. 宴饮的奢侈与戒奢崇俭的呼吁  5. 饮食文化在新中国的
变迁三 居住条件的逐步改善  1. 清末官民建筑网络  2. 西式建筑的出现  3. 新中国居住条件的普遍改善四 
交通设施的更新换代  1. 传统代步工具  2. 新式交通工具  3. 交通近代化与社会变迁  4. 新中国交通事业的
发展五 婚姻礼俗的时代变迁  1. 对旧式婚礼的反思  2. “文明结婚”与“集团结婚”  3. 旧时代的几种特
殊婚姻  4. 新《婚姻法》的贯彻与新式婚礼的流行  5. 离婚率上升的趋势六 两性观念的悄然变化  1. 自梳
女与不落家  2. 对传统贞操观的批判  3. 废婚主义与性自由  4. 性压抑与“性开放”七 慈幼养老的观念更
新  1. 传统生育观与求子风习  2. 诞生礼与成年礼  3. 寿庆与敬老养老风尚⋯⋯八 丧蔡制度的有限变革九 
岁时节日的新旧融合十 娱乐活动的花样翻新十一 社会保健的不断进步十二 社会风尚的改良运动照片
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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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生活“图说”使观赏性、知识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因为生活是个大世界!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伟强　　　一百年，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来说，只是五十分之一，可这一百年变化之剧烈，发展之
迅猛，气象之纷繁，却是五千年空前未有。
这一百年又是那么亲切，因为不论是你、我、他，都从这一百年走来，又沿着这百年的轨迹走进新世
纪，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又同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人。
　　可这一百年毕竟又已远去，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来计算，那已有五代人之遥，当今社会的急遽变
化，代与代的间隔加速发展，亟需沟通、交流和理解。
这一百年又步步维艰，从晚清王朝、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又从新
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社会风貌一变再变，每一种变化都伴
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动，由此而掀起的社会狂澜，波及到家家户户，无人不受到震动和
影响。
在各种变动中最贴近平民百姓而又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的是社会生活的变迁。
　　如今当父辈、祖辈们津津乐道他们孩提时代的所见所闻，也许对你、我、他都已陌生。
即使是同一人，步入青年、中年和老年后，再回想童年情景，也会有隔世之感，更何况是百年之遥。
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百年前的男子汉们个个拖着一条长辫子，老妪少女人人都有一双三寸金莲，最
先觉醒的人们剪掉辫子、放了足，竟然为众夫所指，受到呵斥。
中国最早一批赴美留学生，只为穿了西装，被责以数典忘祖，立即召回，中断了学业!种种为今人难以
理解的社会现象，又促使今人遐想联翩。
在那个时代，人们有着什么样的行为举止?那流行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缠足、辫发，何以又摧枯拉朽一
扫而光?人们是如何穿着打扮?影视节目中那些满台生风的峨冠博带、华衣丽裳，觥筹交错、品茶论道
，以及婚丧喜庆，礼仪往来，民俗风情，种种奇景异观，是不是先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最令
人眼花潦乱的，是变动不居的社会风尚，那为世人追逐的时尚又是怎样起落无常?谁又知晓，百年前的
姑娘以束胸为窈窕，如今却以丰乳隆胸为美貌；百年前的新娘礼服以大红锦缎为吉庆，视白色为丧服
，如今却以通体的白婚纱为时髦；被古人称为“色不正”的中间色，如今是国际流行色；百年前人们
醉心的是以祖辈为主体的五世同堂，如今热衷的是以小皇帝为核心的小家庭；当今的人们无不认同“
要得富，先修路”，百年前却难为人们接受，为了在上海修一条铁路，拆了建，建了拆，折腾二十年
才得以顺利通车；清政府的外交官曾纪泽，乘小火轮回乡探亲，竟然被乡人认为坏了风水，闹了三天
的风潮。
　　　　要说这是百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已很少为现代人所知晓，那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人人一色蓝制服，被讥为蓝蚁之国，十年浩劫中，为一件花旗袍也许会被押上审判台；爱
美的女性制作假领子衬在脖间，留下若隐若现的色彩，成为这一时代着装的独特风景线。
曾几何时，换了人间，且看当今的街头，袒腹露背的、长裙垂地的各色各异的衣着，发髻高高的、卷
发弯弯的琳琅满目的发式，或端庄或俏丽，万紫千红。
殊不知，穿牛仔裤、跳迪斯科在八十年代初尚被侧目而视，甚至斥为精神污染，遭受批判，到九十年
代却流行到男女老少，迪斯科更是风靡全国。
百年间斗换星移，风驰电掣，蓦然回首，竟是天壤之别!　　　　这百年来的服装时尚、休闲娱乐、居
住环境、交通设施，几经变迁，甚至面目全非，踪迹难寻。
当年兴盛一时的俱成既往，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
正因为它曾有过的辉煌，对后人具有永远的魅力。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痛感岁月之流失，令他醉心的事物风光不再，发出一声感叹：“逝者如
斯夫!”令人荡气回肠。
由此可以理解，“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何以成为诗人咏叹不尽的题材。
从古到今，缅怀旧时风物，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情怀，是因为人人都有追根溯源的本性，正如赤子来
到世界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
不论是帝王将相，文化精英，农夫纺娘，商人负贩，都是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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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拉长了我们与祖祖辈辈的距离，然而永不衰竭的历史长流又无处不在地滋润我
们的生活。
所以这又不是简单地个人怀旧。
追寻先人的生活踪影，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对重视历史和亲情的中国人具有永远的魅力。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这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人都生活在其中，人人又都离不开
生活的历史，只要有生活，就有对生活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随时都有可能被唤起，因此人类天生就
有一种历史的情结。
这种情结中外古今都一样，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镌有一句话：“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到过那
里的人，没有不被这句话震撼的。
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社会情景的感慨，对那些
已经消失的生活事态，掩卷太息的，叩问青史的，追踪源流的，探索未来的，都表现出对历史的依恋
和追寻。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有些情景用文字
是难以表述的。
晚清仕女的时装擅长刺绣，精缝细绣无微不至，镶边多至十八层，俗称“十八镶”，这样重重叠叠，
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有生花的妙笔也难以描绘清楚，若有一张图像来观照，那就很容易凭借这一
形象，品味到其中的奥妙。
那些凝重厚实、雕琢雅致的家具，气度恢宏，装饰瑰丽的厅堂，非有实景的欣赏，哪能领略其中的文
化情调。
所以历史图片是形象化的历史，它最便捷、最生动地切入生活，引你走进历史的场景，感受当时人的
民情世态、生活氛围。
正因为图片有这样的功效，图文并茂成为当前出版的热潮，令人怀旧的老照片畅销不衰。
然而怎样使老照片与近代的历史变迁熔为一炉，使读者不仅观赏到老照片的景象，还能得到知识的补
养，从生活方式的变化认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时代信息，中外社会风俗的冲突和融
合，从而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如果把这百年来的事态风情浓缩于尺幅之地，以栩栩如生的形象，系统地表现我们父辈、祖辈而至现
在的生活方式，一卷在手，纵横百年变迁，读来引人入胜，那又是多好的历史普及读物!　　　　令人
高兴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以文字认识与历史照片相结合的形式达到这一效果。
主持这一项目的严昌洪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社会风俗史研究，199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是
建国以来第一部以风俗嬗变与近代化关系为主线的专著，如今他又以史识图，以图证史，将书斋中的
学识，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服饰潮流、饮食风尚、居住条件、交通设施
、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文化娱乐、公益事业、民间信仰、移风易俗等四十多个方方面面，有形有色
地描绘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演变的全景图像，并揭示这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深远意义。
这就使得读者在感觉上的丰富性由于作者的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解说，很容易在理性认识上得到升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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