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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通常认为，教材，就是教师以此来讲，学生以此来听；史论，就是史料和论说；服装更无歧义其
实不是这样。
无论教还是学，注重的都应该是一种意境，一种蕴涵无限的大文化。
如服装，确切说服装文化教学与研究，它的范围和对象，绝不仅仅限于服装本身。
我在服装史论教学前线已近三十年，为什么持之以恒，且毫不倦怠，就因为我钻研起服装来常有一种
莫名的愉悦感觉——宛如“风高浪快，万里骑蟾背。
曾识妲娥真体态，素面原无粉黛。
身游银阙珠宫，俯看积气蒙蒙。
醉里偶摇桂树，人间唤作凉风。
”在这里，诗人刘克庄是在描述身游月宫的奇妙幻想。
但研究服装的过程，不也正具有这样一种浪漫的意境吗？
每一点探索的结果都是前所未有的，每一步向新领域的跨越都令人激情满怀，其过程是充满神秘感的
，好像是在探险。
当未知被一个个解惑，当硕果挂满了枝条，那种登临月宫的感觉是美妙的，它令人向往。
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农夫，我播种的服装研究在沃土上成长健旺，我培养的学生也是在服装文化的
大地上辛勤耕耘，我们的团队已使服装文化绽放出绮丽的花朵。
我的脑海中常有一幅图像闪现出来，那就是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种醉人的金
色令人振奋又惬意，有一种美感，是收获的幸福。
一想到这番景象，汗水还算得了什么？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总是“发悬梁，锥
刺股”。
实际上这只是在激励学子们，倡导的是一种精神，真正钻研起来，苦中自有乐。
人们为什么要攀崖？
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
这里有探索心的驱动，也有好奇心的驱使，说好了是科学无畏，说不好是寻求刺激。
实际上，无须褒贬，值得肯定与赞扬的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的精神。
服装教学与科研正是这样，勤是需要，但不一定都是苦。
上山艰难却完全可以看风景，渡海危险却可以放飞自己的理想。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世界是强者的，学术界尤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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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沿用了关于区域范畴的习惯称谓，与亚洲一带的“东方”相对。
西方服装史，即是以西欧国家为主，上溯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服装发展史。
西方服装体现出与东方服装相迥异的风格，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代表了人类服装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持较清晰的演化脉络，本书章节的设计基本依据历史进程，另依据近现代及当代流行时装的特
殊地位，因此本书较其他西方服装史书籍加大了这部分内容的含量，专门叙述了20世纪至今时装的发
展历程及风格特色，这既符合新时代对服装史教材的需要，又能够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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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梅，女，1951年生于天津市，祖籍无锡。
现为天津师范大学美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天津师大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所长。
国家人事部授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1997年天津市劳动模范，1998年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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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平线朦胧隐约，朝阳普照着光线可以达到的地方。
 但是，地球上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区域，并不能同时接受阳光的沐浴。
只是，随着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地球上的全人类都能够感受到太阳的赐予和带来的希望。
 到底从什么时候，地球上站立起人？
人又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穿起了衣服？
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为解开谜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可是从那些难以破译的古化石与炭化物甚至实物上，只能摸清事物发展的下限，而寻求上限却很难。
一次次惊人的考古发现，证实着人类始祖的伟大，同时将世界开化史或仅是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
价值巨大的考古发现，只能推远年限，而难以真正寻到人类发展的源头。
也许，这并不奇怪。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人，这根本不能作为议题成立。
人不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在地球上，人类也不可能在某一次心血来潮时，忽然穿起了衣服。
这一切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点一滴形成的。
当人们看到那水流湍急的江河时，会想到源头是从一处处山石、地面溢出的涓涓细流吗？
服装史，还要从制作服装、穿着服装，与服装共同构成形象的人说起。
第一节 人类起源学说与服装成因推论 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长期以来国际上争论不休。
由于欧洲的人文文化发达及科学研究起步早和系统化，因此这场围绕着人类起源的论战也就在欧洲拉
开了序幕。
从目前来看，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说”。
《旧约全书》上说，上帝用了6天时间，先造出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最后照自己
的模样用圣土造出了第一个男人，名叫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并作为他的妻
子，名叫夏娃。
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都是上帝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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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纺织出版社包含芳女士邀我写《西方服装史》，我答应了。
但是，中国人写外国史，终觉力不从心。
毕竟，我们与西方人的生存环境有异，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凭借已有的资料去了解西方文化。
也就是说，只能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什么事，以至引起过什么样的后果。
而这些事究竟是因何发生的，细节如何？
我们都只能说些皮毛，从表面上去作分析，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有人曾带着我的专著《人类服饰文化学》去日本攻读硕士学位，研究课题是日本女性发展史。
临走时来我家，还想听我有何嘱咐。
我对她说，到日本搞研究，牵涉到服饰的，中国资料可以以我书中所述为根据；日本资料则要以日方
图书典籍或日本老师讲授为准。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且不说两国之间，就中国各地而言，有些风俗习惯甚至语言都相去甚远。
以语言为例，我祖籍无锡，生在天津。
几十年来，听到影视或曲艺节目中，外地演员学说天津话，没有一个学得像的。
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即使是被史学界推崇备至的著作，谈及中国时也有隔腹
之感，或说相当肤浅，且有多处表述不准确。
由此及彼，我们写西方服装史，是否也有隔靴搔痒之憾呢？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写，因为世界学术一定要交流，学生一定要了解异域文化，而且必须借助一下国内
学者总括的西方文化史，即西方文化中有哪些最为重要的地方。
国内学生不可能都为此去国外进行长期考察或研修，即使研修也不容易如此便捷地掌握与理解异域文
化。
就服装史来说，当然也是这样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需要声明的是，我写《西方服装史》肯定不如我写《中国服装史》那样游刃有余。
西方服装史古代和近现代部分，尽管可供参考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大多已成定论。
现当代的就不容易了。
流行趋势还可以总结得基本符合客观情况，因为这一阶段媒体介绍的多，信息通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
方便。
只是对于设计师的介绍不好掌握，有些人尚在争论之中，太年轻的又不知是否能在世界装苑留下踪影
。
当然，不管怎么样，我尽我所能，为服装专业师生撰写可供授受的教材，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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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服装史》中西方服装是西方文明与文化的一个载体，西方服装中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不仅仅是立体裁剪更重要的是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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