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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从中反映出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民族
、文化等的丰富社会内涵，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水平。
从某种意思上说，一部民族的服饰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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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衣服分上下，又是较晚些的事。
一般说来，背心、套袖、套裤出现较早。
当人们将背心、套袖、套裤和遮羞布连缀起来时，上衣和下衣也就出现了。
帽子和鞋，是伴随衣服产生的。
人们最初把一片树叶或树皮顶在头上以避免烈日的炙烤、淫雨的淋漓，这就是最古老的帽子。
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用兽皮或布帛裹头。
人们用树皮或兽皮裹脚以防备荆棘碎石，抵御冰雪严寒，这就是最早的鞋。
后来才由裹脚之物逐渐发展为鞋。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我国服饰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意识、风尚习俗、审美观念等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
它的发展与演变，总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例如，由于人们在财富的占有上开始变得不平衡，财富的意识、观念甚至崇拜逐渐形成，人们的服饰
观念也有了改变，服饰的美中又注入了富贵与贫贱的色彩。
再如，伴随宗教的产生，宗教观念的影响在服饰发展上也有了明显的反映。
所谓上衣像天（未明时）用玄色，下衣像地用黄色，这一黑一黄，无疑是受到对天地崇拜的原始宗教
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至于祭服和丧服的确立，也显然是由于对天地、祖先和死者的迷信和敬畏，幻想依靠对天地、祖先和
死者的祭拜来帮助自己度过各种灾难。
中国的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初步确立，至周代趋于完善。
这以前，古代男子一般都是长发披肩，或稍加系束，或梳成辫发，头戴冠巾。
只有犯人才剃去头发。
古代女子的发式，与男子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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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读本:中国古代服饰》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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