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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未有丝麻，衣其羽皮”的未开化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緂麻索缕，手经指挂”的
原始简单到“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精美绝伦，中国服装携着远古的辉煌一路走来，或直接呈现，或以
文字、绘画、雕塑、工艺品等为载体惊艳着今人的眼睛，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以遥想昔日风
华，或峨冠博带的雍容，或“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婉约。
绵长的文明历史中，丰富多彩的服装早已超越了遮体保暖的基本作用，上升为一种蕴含着审美意念、
象征意念、时代意念、民族意念等等精神内涵的丰富文化表现。
服装的品种款式是其外形，而主导其变化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气质，才是服装的神采所在。
现代人着装十分自由，全凭个人喜好，但在古代阶级社会，服装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从
款式、面料到颜色都有严格的制度限制。
早在周代就形成了以国王冕服为中心的服饰制度，好礼的孔子也忍不住赞叹：“郁郁乎文哉！
”礼法规定不同场合应该穿不同的服饰。
以清皇帝为例，举行祭祀时要穿朝服，处理政事时要穿吉服；燕居时要穿常服，出门又要穿行服，一
点也马虎不得。
而臣民若不按规定着装是要治罪的。
《红楼梦》十六回贾政生辰，宁荣二府齐集庆贺，忽有六宫都太监来降旨，宣贾政进宫陛见，贾政“
即忙更衣入朝”。
贾政过生日穿着定然十分华贵，但仍属“常服”范围，要晋见皇帝便必须更衣，换成“朝服”。
后来元春晋封为妃，贾母等也需“按品大妆”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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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除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也发展了与本民族的地域、习性等相适应的服装文化。
他们大多为游牧民族，服装注重实用性能，迥异于中原汉传统的宽衣博带。
当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时，游牧民族首领倾心于汉传统服饰的雍容和威严的气派，争相效仿，比如魏
孝文帝的服装改革，服衮冕，赐百官冠服；而实用功能更优越的胡服则向汉族劳动人民传移。
沈括《梦溪笔谈》说：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一个“全”字或许用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装的发展确实有巨大的影响。
  “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所指，有时指匈奴，有时泛指从东北到西北诸游牧民族，有时更要宽
泛些。
历经曲折复杂的历史，“胡”的大多数已经汉化或已成为中华民族一员，所谓“胡服”，如魏晋时的
“裤褶”、“柄裆”、“半袖衫”，清的马褂、旗袍也早已成为中华服装的一部分。
服装渐向实用性、生活化转移是服装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也更会促进中国服装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本书即以中国服装文化的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全过程的外在款式与内在精神为对象，记
述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涉及服装门类、穿着方式、服饰制度、服饰材料、服饰纹样等
诸方面，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使历史上的各种服装直观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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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国时的徐整根据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神话在《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中著录
有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东汉的应劭则在《风俗通义》里记载了女娲氏抟土造人的故事。
盘古是开辟天地之父，女娲是抟土造人之母。
有了人类，服装也渐渐粉墨登场。
我国古代文献《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z6ng）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
”《庄子－盗跖》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
日有巢氏之民。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日知生之民。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
”战国时人所撰《吕览》和《世本》关于服装起源的记述最为通行，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
“伯余、黄帝制衣裳。
”后来西汉刘安（（淮南子》中作了更真切的描绘：“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
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自黄帝时代以来，服装不仅作为物质产品起着护体实用的功能，而且还作为文化产品起着表现礼仪
的功能，对维系社会政治伦理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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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衣冠天下:中国服装图史》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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