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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生动精彩的。
史书则应当是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忠实记录，不管是全景式的长篇巨著，还是专题研究的精品力作，抑
或是分门别类的论述分析。
向广大读者呈现的这本《民国黑白道——趣说民国社会生活百态》，不发故弄玄虚的惊人之语，不作
无中生有的诓人之谈，不求面面俱到的品评赏析，而把民国时上自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的千姿百
态、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地记载下来、重现出来。
它不是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作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是通过一段段有趣故事的叙述、一幅幅
生活图景的再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分析、一条条人生脉络的梳理，从当时人们琐碎的生活细节中、
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面临生老病死的困顿中，搜奇罗轶、探颐索隐，从一个个微观的层面解析并展现
民国社会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以满足人们追寻历史的好奇心。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主流的“现代生活”
，大多起源于近代、肇端于民国。
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讲究情趣的生活追求，中西杂陈的生活习俗，贫富悬
殊的生活水平，均在民国时期或多或少出现过，或者有了一些基本的因子。
还民国时期民众多样化生活的本来面目，就自然而然成了《民国黑白道——趣说民国社会生活百态》
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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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描述了一幅民国社会生活风景图。
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现代转型的时期，在我们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主流的“现代生活
”，大多发端于民国。
作者以通俗、流畅的纪实手法，活泼、简约的杂志式标题，铺陈了民国三教九流的独家内幕，内容包
括旅馆揭秘、婚礼大观、寿庆掌故、谱牒编纂、祠堂香火、典当悲欢、拍卖活动、纸币发行、掮客点
滴、方城大战、吸毒贩毒、暗杀内幕、丐帮啸聚、庙会练摊、集藏谈屑、选美透视、自杀秘闻等，使
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民国社会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民间游娱，洞悉民国时期的江湖骗术、世情
黑幕、丑态恶行，管窥民国众生的生存状况、秘闻趣事、人情世故等等。
书中不少别致的社会现象，或是引自国外，或是推陈出新，也有不少中国古有传统的习俗、礼俗的演
变。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民国的社会百态以及趣闻奇事，也有不少当时的花边新闻，所述有的零星
散见于文史旧书，有的则难得一闻，而介绍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风俗，简述其源头，概述其发展，
有较好的知识性与广泛的信息量。
    全书配有老照片及漫画，读来轻松、趣味。
是一本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休闲读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黑白道>>

作者简介

蒋伟国，民国史研究者。
1963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读研期间，潜心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参与编写了《民国社会大观》等书。
毕业以后，利用原来积累的不少资料，编著了《民国三教九流》，得到广泛好评。
另在《东南文化》、《苏州大学学报》和《民国档案》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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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外来风引发新世面——衣食住行篇新旧杂陈话服饰自古以来，服色与政治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因
而当王朝更替之时，总有易服色之举。
清朝灭亡，民国肇造，社会正处于政治递嬗时期，服色的更易自是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然而，历史的演进，总有继承与抛弃之两途，所以民国时的易服色，首先表现在服饰上的中西并存、
新旧杂陈的千姿百态的局面。
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实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原则，政府废弃了千百
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惯及规章制度，并仿效西方各国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
。
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式样，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行。
然而，由于其中颇多不切合中国国情之处，该条例终未能实行。
20年代末，民国政府重新颁布了《服制条例》，以为民众衣着的准则。
该条例吸取民国初年所定条例的教训，只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作了规定，对于平时便服，则不
作具体规定。
这样就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不管是何时制定的《服制条例》，其适用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
事实上，当时社会上人们服装的式样、品种，远远超过了条例所作的规定。
男子服装：长袍马褂民国初年的男子服式，主要有长袍和马褂。
马褂是长袍外所着的短衣，本为满洲贵族的马上装束。
后传到民间为一般民众所用。
不管是长袍抑是马褂，都有着用作礼服和用作便服的分别。
用作礼服的，在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方面均有一定格式。
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纽扣5粒。
长袍则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同于马褂。
在其左右两侧的下摆处，还开有一尺左右的长衩。
用作便服的，颜色可以不拘。
在初春或深秋季节，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着一件马甲，以代替马褂。
当然也有单着长袍的。
民国初年，前清翰林王湘绮还是以貂褂翎顶外出赴宴，这引起了一位身着笔挺西服的新贵的诧异。
他忍不住问王湘绮：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先生为何还要穿前朝的服装？
王说，当今服色未定，我与你所穿的，都不是汉族衣冠，姑且各行其是吧！
王的抢白，使新贵尴尬得无言以对。
实际上，新贵的诧异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上，长袍马褂与西装本来就相安无事地并存着。
西装始兴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
一些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人或自命为新派者，则大多西装笔挺地穿行于通商口岸、各大都市。
西装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服饰文化。
它传入中国，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
最初，西装仅为来华的西方人所穿用，后来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一些买办、商人起而仿效，开国人
穿着西装之先河。
到20世纪初，经徐锡麟等人的刻意提倡，并由王兴昌于1904年试做成中国的第一套西装后，西装在中
国渐渐流行起来。
民国时期，不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很喜欢穿西装，这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大都市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徐国桢所著《上海生活》载，20年代，上海社会上穿西装的男子极多，其中主要有学校的学生、教
师，公司洋行和各机关的办事员等。
西装的日益流行，使各类新式的时装公司蓬勃兴起，光静安寺路、霞飞路上就集中了很多家服装店。
在流行西装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着学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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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服装由西装改制而成，是一种西装的变体，其形制要比纯粹的西装来得简便。
一般，它不用翻领，而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用纽扣扣紧，因此不需要用领带、领结等作为装
饰。
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缀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缀有一个明袋。
穿着这种服装，能给人一种精神和庄重的感觉。
“中山装”的应运而生尽管传统的长袍、马褂和西式的西装、学生装，都有着相当多的穿着者，但是
在孙中山看来，它们不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就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必须加以改革。
正是在孙中山的积极提倡和躬亲实践下，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才应运而生。
1923年，孙中山在广任国民政府大元帅时，即开始着手传统男子服装的改革。
他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翻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
。
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东西多少而
涨缩的“琴袋”式样，以使衣袋不仅可作装饰，而且可放不少用品，收到既美观又实用的双重功效。
接着，他又设计了与上装相配套的裤子。
他吸收西装裤的长处，将裤子设计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制一个暗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覆
以软盖的格式。
不久，他在黄隆生的协助下，顺利制成了第一套中山装，从而开创了中国男子服装的一个新时代。
之后，中山装在为官为民者中流行起来，成了人们非常喜欢穿着的服装。
民国时期男子服装的种类、品种，不可谓不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谓不大，然与女子服装
相比，则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叹。
女子服装：上衣下裙民国时期男子服装的种类、品种，不可谓不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谓
不大，然与女子服装相比，则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叹。
女予服装：上农下裙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以为唯此才当得起文明
、新潮。
其后，因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服装日趋华丽，并且出现不少奇装异服。
姜水居士在《海上风俗大观》中记述20年代初的妇女服饰时说：“至于衣服，则来自舶来，一箱甫启
，经人道知，遂争相购制，未及三日，伊然衣之出矣⋯⋯衣则短不及膝，袖大盈尺，腰细如竿，且无
领，致头长如鹤。
裤亦短不及膝，裤管之大，如下田农夫。
胫上御长管细袜，肤色隐隐。
⋯⋯今则衣服之制-又为之一变，裤管较前更巨。
长已没足，衣短及腰。
”然而，当时的一些妇女对洋装所表现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偏爱，并未维持多久。
当她们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在裁制衣服时改变了传统妇女服装的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
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的造型后，她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服装稍作改造也能称身适体，富有个性。
正是由于妇女有了这种认知，传统的女服旗袍才成为妇女普遍的穿着。
改良旗袍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
，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
20世纪20年代以后，汉族妇女模仿旗人的穿着，使旗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起来。
起初，其式样与清代旗装没有多大差别，但不久在受欧美服装影响以后，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
现在长度缩短了，腰身收紧了，袖口窄小了⋯⋯30年代中期，旗袍在衣长、袖长、衩长上不断翻花样
，致使这种服装一时衣长及地，连鞋子都看不见，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处，使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面。
一时兴长衩，一时又兴短衩。
不过，袖口却是越缩越短，由肘上缩到上臂半露，再缩到肩下二三寸；同时，腰身越来越窄。
有的窄到要吸了气才能扣上纽扣。
进入40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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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适体。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
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扣，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
有用没有，一概剔去。
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别看穿上这种旗袍几乎近于玉体展览，其实却是一场烘云托月的服装大革命，忠实地把女性优美的
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旗袍在不同时代的不断翻新、变化，大大增强了其自身的活力。
由于其不同的款式适合不同层次、地位的妇女穿着的需要，因而它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当时，不管是家庭妇女、学生、工人，还是达官显贵的小姐、太太，都喜欢这种能充分体现女性魅力
的服装。
旗袍作为当时最受妇女喜爱的服装，在妇女服装中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
除此以外，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也曾流行过一时。
披风又称“大髦”，在近代为一般时髦妇女的服装。
除夏季外，其余季节均可穿用。
在质料上，除单的以外，还有夹的、棉的、皮的等。
外表一般用时式的绸缎制作。
颜色以绿者为时髦，也有大红、粉红、咖啡及灰色的。
上了年岁的妇女大多穿深色的披风，有的还用浓重的黑色，以示稳重端庄。
披风的长度，一般在膝盖部位，只有在冬天才略长一些。
披风的两襟，虽然钉有纽扣或带子，但妇女们在穿着时往往不用，任其敞开。
走路时一般都用两手交叉抓住衣襟，以显示气派和风度。
30年代以后，有些妇女，开始厌弃披风，西式大衣遂成为她们秋冬时节穿着的宠物。
近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她的《更衣记》里，对民国时期的衣着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
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蠲免了的时候也有。
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
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
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
交际花与妓女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
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时装也显示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
'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
短袄腰部极为紧小。
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
大胆地暴露了膝盖。
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稳。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从女人的角度评论女人的服装，是细致而生动的。
从“小马甲”到“义乳”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在女性
中流行开来。
小马甲多半以丝织品为主，普通人家则用布，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
在小马甲的前片，缀有一批密钮，使用时将胸乳紧紧扣住。
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董竹君，十五六岁时穿的服饰就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一件紧胸的
布背心，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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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黑白道(趣说民国社会生活百态)》以通俗、流畅的纪实手法，活泼、简约的杂志式标题，铺陈
了民国三教九流的內幕。
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民国社会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民间游娱，洞悉民国时期的江湖骗术、世
情黑幕等人情世故，是一本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休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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