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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
颗璀璨的明珠，中国服饰史又是斑斓的中国服饰文化中最为夺目的一章，它是对中国服饰从上古至现
代发展进程的考察、整理、记录、解析，同时也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进程紧密相
连。
由历朝历代、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灿烂夺目，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宝库。
　　本套丛书以服装作为载体还原历史，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朝时期、宋朝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近现代时期。
在编写过程中，以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服饰制度，典型服饰特色，纺织服装材料
的装饰纹样、加工工具，妆饰与服装配饰等内容为主线，参照史学、社会学的有力证据，借鉴我国服
饰研究大师们的各类著作，系统介绍了中国从史前的服饰文化到现代文明服饰的起始发展、融合传承
、发扬光大的历史渊源，依据前人的服饰研究力作以及考古资料的成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彰显
了华夏服饰文化的灿烂文明。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孙运飞同志以多年对服装服饰的深入研究和学院教学、科研成果为依托，
创意并策划了&ldquo;华裳天下&rdquo;国际服装表演项目，公演后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列为泰安市旅
游重点项目。
　　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诠释出中国历朝历代服饰的主要特色和纺织服装材料的加工与使用，
适合于各类各层次的纺织服装专业院校服装、艺术类的师生参考阅读，更是服装服饰企业的服装设计
师开发新产品的设计灵感的源泉，也是服装相关资料的工具书。
　　本书由孙运飞、殷广胜编著，具体分工如下。
先秦服饰 ：侯家华、于政婷、马宝利、马印美、韩兵 ；秦汉服饰 ：郑军、吴爱荣、李松燐、鞠霞、
徐磊；魏晋服饰：宗琎、王宇晓、张岳 ；唐朝服饰 ：薛伟、张淼、彭蕊 ；宋朝服饰 ：宋勇、叶峰、
乔婷 ；明朝服饰：尚丽、白爽、崔现海、毕晓晏、王艺；清朝服饰 ：王彩霞、张秀英、杨乐；近现
代服饰 ：孙雪梅、李小静、曲长荣、李亚男。
全书由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教学院长马腾文教授统稿、主审。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
　　由于编写人员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细致，加之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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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时期、宋朝时期、明
朝时期、清朝时期、近现代时期。
在编写过程中，以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服饰制度，典型服饰特色，纺织服装材料
的装饰纹样、加工工具，妆饰与服装配饰等内容为主线，参照史学、社会学的有力证据，借鉴我国服
饰研究大师们的各类著作，系统介绍了中国从史前的服饰文化到现代文明服饰的起始发展、融合传承
、发扬光大的历史渊源，依据前人的服饰研究力作以及考古资料的成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彰显
了华夏服饰文化的灿烂文明。
　　《历朝历代服饰（上）》适合于各类各层次的纺织服装专业院校服装、艺术类专业的师生参考阅
读，更是服饰企业的服装设计师开发新产品的设计灵感的源泉，也是服装相关资料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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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第二节　印染技术第五章　装饰纹样第一节　人物、动物、几何图案纹样第二节　彩色套印与印花
敷彩第三节　装饰纹样在服装中的应用第六章　发式与妆束第一节　发式的类别第二节　金玉并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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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服饰色彩与染色工艺第一节　服饰色彩的出现第二节　主要服饰色彩第三节　染色工艺第五章　
装饰纹样第六章　发式与妆束第一节　发式分类及特点第二节　妆束特点第三节　化妆第七章　典型
服装制作工艺介绍第一节　材料准备第二节　制作工艺介绍第八章　服饰名词图解第四篇　唐朝服饰
第一章　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第一节　政治背景第二节　经济背景第三节　文化背景第二章　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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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加工工具和纺织技术第四章　服饰色彩与染色工艺第一节　服饰色彩第二节　染色工艺第五章　
装饰纹样第六章　妆束与发式第一节　女子的妆束第二节　女子发式第三节　女子首饰第七章　典型
服装制作工艺第一节　襦裙第二节　半臂第三节　大袖衫第八章　服饰名词解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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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先秦服饰　　第三章　服饰材料与加工工具　　第一节　服饰材料　　二、夏、商周的
服饰材料与织绣技术　　1.夏代的纺织遗迹　　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晚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个
被人工半割切过的蚕茧，之后又在另一新石器遗址发现一块染成朱红色的麻布，可知夏代已用丝绸、
麻布作衣料，并用朱砂染色。
至于夏代服装款式，目前尚未发现形象资料。
　　2.商代的纺织遗迹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把铜钺上曾发现麻布、绢、缣和雷纹绮的印痕，此铜
钺现藏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据维维&middot;锡尔万（VIVISVIWAN）女士分析，雷纹绮为四枚菱形斜纹织花，平纹织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把商代附有雷纹条花绮残痕的青玉曲内戈，陈娟娟女士分析该雷纹条花绮系四
枚异向纬斜纹显花，平纹织地。
纹样是由平排连续的雷纹与三根平行线组合的横条图案，布局匀称。
这两件商代纹绮残痕，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织花丝绸文物标本。
丝绸织花技术是我们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一项杰出贡献。
周代纺织遗迹西周的高级服装材料，已用织锦和刺绣。
出土的织锦残片，经线、纬线都已相当细密，并由多种色彩显现花纹。
锦的价格贵重如金，故锦字从帛从金，织锦和一般绢绸价格相差了15倍。
着装人物资料商代奴隶主贵族的男士服装领形，至少有交领、圆领、大翻领等多种形式。
袖子一般均为窄袖形。
衣长一般齐膝上下，下身有裤子或胫衣，脚履多圆头式。
商代奴隶主贵族戴的帽子，有帽箍和加卷筒形装饰的帽箍，另外还有一种羽状高冠，在战争场合则戴
青铜胄，胄顶上有铜管可以插饰羽毛。
商代妇女服装目前资料不多，北京故宫有一件玉人佩，玉人的身部已做变形处理，故无法看出服装款
式。
但头部非常写实，头上戴帽箍，头发往后梳，并在头顶两侧梳发髻，其余鬓发自然下垂。
这种Y字形的发髻，自商周以后，一直都是未成年男女的发式。
周代着装人物资料西周的冠帽已较商代复杂多样，造型华丽。
至于服装款式，目前见到的以右衽、窄袖、长至脚踝、腰系束带的为多，也有长与坐齐的。
因为形象资料发现的不多，难以做概括性的论述。
　　3.周代的纺织遗迹　　西周的高级服装材料，已用织锦和刺绣。
西周的织锦残片，在辽宁朝阳早期西周墓，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都曾发现。
后者经密已达每厘米112根，纬密每厘米32根。
经线是多种彩色的，由经线显现花纹，故称为&ldquo;经锦&rdquo;。
据《释名&middot;释彩帛》解析，锦的价格贵重如金，故锦字从帛从金。
《范子计然》记载齐国锦绣，&ldquo;上价匹二万（钱），中万，下五千。
&rdquo;一般绢帛&ldquo;匹值七百钱&rdquo;。
价格相差达15倍。
《诗经&middot;郑风&middot;丰》：&ldquo;裳锦絅裳，衣锦纲衣。
&rdquo;就是说锦的价贵，穿锦裳锦衣时，外面罩着麻裳和麻衣以保护之。
西周刺绣的实物残痕，已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发现。
是在染过色的丝帛上用黄线绣出花纹轮廓，再用毛笔蘸朱砂、石黄、褐色、棕色涂绘成花纹。
出土时色彩仍非常鲜明，但出土时无法与泥土分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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