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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40～1949年的中国服装变革，无论是从规模，从广度，从深度，从对于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
还是从对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摸索，都对中国历史的变革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服装高等教育“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中国近现代服装史》详细深入地探究了这场变革的始终
，并力图将其全貌以及对其的评论呈现给感兴趣的读者，无论他们的兴趣是集中于服装本身还是中华
民族的脉搏命运。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一本较为完整的近现代服装史。
　　《服装高等教育“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中国近现代服装史》适合高等院校服装专业师生作
为教材使用，同时对社科文化研究人员、影视戏剧化装人员以及服装文化爱好者等都有极为重要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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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梅，1951年生于天津市，祖籍无锡。
现任天津师大国际女子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所长。
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
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0年天津市“三八红旗手”、1993年天津市高教系统优秀教师、1997年天津市劳动模范、1998年全国
教育系统中帼建功标兵、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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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族连衣裙四、西南少数民族衣服（一）藏袍与“邦单”（二）彝族“英雄结”与“察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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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课后思考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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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太平天国服装　　与这一时期总体缓慢西化的服装发展趋势相反的，是历时十余年的太平天
国服　　装变革运动。
在论说太平天国服装特点之前，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将其列为民众而非军警服装，这主要是因为太平
天国虽然可以被认为是一支有明确组织、指挥与后勤系统的起义军，但它除了作战部队外，还包括政
治人物、工匠以及各种职业的民众。
甚至太平天国的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寓军于民的性质。
同时，即使是将太平天国服装作为军事服装看待，也应该看到其服装变革的重点是强调政治性而非作
战和勤务上的便利性，所以它应该被划人民众服装范畴。
　　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沉重动摇了清政府　　的统治，颁布
了具有进步性的《天朝田亩制度》，还在于在席卷半个中国的峥嵘岁月中，太平天国发展起了自己独
特的服装样式和色彩，成为服装社会学意义上小范围制度更易导致服装变化的实例，而且太平天国的
作战部队成为中国最早一支有自己服装制度的农民起义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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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装高等教育“十一五”部委级规划教材：中国近现代服装史》力求以最原始的资料，最真实
的记载，最客观的分析去进行最有价值的探讨。
笔者深感肩上的责任，说服装，不仅是服装，更重要的是通过服装去看历史、看社会、看文化，一部
中国近现代服装史，记录的是中国人在百年中所经历和所付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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