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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服饰这一斑斓的史书中，中国服饰是夺目的一章。
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也无例外地受到随工业文明而引发的西服东渐的冲击，但是中国曾拥有过的“
衣冠王国”的盛誉是不容贬损的。
它作为人类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彪炳千秋。
中国服装事业的成就，不仅是灿烂的，而且是伟大的。
这不是虚妄之说，而是事实。
中国人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之时，应该说就具有了服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了饰品。
只不过。
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
。
生的诱惑对于人，无论古今，甚至说古人更强烈一些。
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更企望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进而是一个部
族的繁衍兴旺。
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痕迹、一缕青草、一枝长满嫩芽的枝条都寄予着人对生的希冀。
那些在骨管上刻花所透露的人的心思，那些在砾石上钻孔的耐心，都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古老文明的
印迹。
虽然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祖先在服饰品上的加工工艺比起今日
来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所能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难道不让我们
深刻地自省吗？
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
在考古中发现或传世的精妙绝伦的古代服饰品面前，我们常常有一种叹观止矣的感觉。
原始人在服饰上所倾注的一腔热忱，可以说是后世不可企及的。
因为那里面往往蕴藏着一种生命的虔诚，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人所欠缺的。
中国封建文明的巅峰是大唐，在那些宛如夏日夜空中闪闪的繁星之中，服饰是一颗格外璀璨的明星。
当然，在大唐之前，中国古人已经使服饰达到相当高度，并已建立服饰制度而且出现了几度大胆改革
；在大唐之后，中国古人也屡屡在服饰上用尽心机和智慧，使之更丰富地体现出政治、艺术以及多彩
的民俗。
我们之所以不能忘记大唐服饰.是因为唐代服饰的成就，应归功于民族文化的活力和民族经济的大交流
。
丝绸之路的累累硕果在唐代结成，这使大唐人饱览了异域的风采，同时又使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
这就因为，服饰是文化，它是文化的直接现实与集中表现。
或许正因此，我们才可以说，服饰负载着人类的历史，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中国服装史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甚至有声的中国文化史。
古来的贯口衫、深衣、襦裙、铠甲、背子、比甲的廓形完全能不假语言地叙述中国人的生活、激情与
前进的步伐。
青、白、朱、玄、黄更是以五色的说法连着囊括宇宙的木、金、火、水、土，这里有着中国人对于哲
学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的触角.几乎事无巨细。
环佩叮当仅是美人轻移莲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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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之时，应该说就具有了服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了饰品。
只不过。
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
。
生的诱惑对于人，无论古今，甚至说古人更强烈一些。
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更企望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进而是一个部
族的繁衍兴旺。
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痕迹、一缕青草、一枝长满嫩芽的枝条都寄予着人对生的希冀。
那些在骨管上刻花所透露的人的心思，那些在砾石上钻孔的耐心，都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古老文明的
印迹。
虽然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祖先在服饰品上的加工工艺比起今日
来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所能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难道不让我们
深刻地自省吗？
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
在考古中发现或传世的精妙绝伦的古代服饰品面前，我们常常有一种叹观止矣的感觉。
原始人在服饰上所倾注的一腔热忱，可以说是后世不可企及的。
因为那里面往往蕴藏着一种生命的虔诚，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人所欠缺的。
　　中国封建文明的巅峰是大唐，在那些宛如夏日夜空中闪闪的繁星之中，服饰是一颗格外璀璨的明
星。
当然，在大唐之前，中国古人已经使服饰达到相当高度，并已建立服饰制度而且出现了几度大胆改革
；在大唐之后，中国古人也屡屡在服饰上用尽心机和智慧，使之更丰富地体现出政治、艺术以及多彩
的民俗。
我们之所以不能忘记大唐服饰.是因为唐代服饰的成就，应归功于民族文化的活力和民族经济的大交流
。
丝绸之路的累累硕果在唐代结成，这使大唐人饱览了异域的风采，同时又使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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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梅，女，1951年生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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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服饰文化学硕士生导师，美术史论教研室主任，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
在高校任“中国服装史”课近20年，出版有百万言的《人类服饰文化学》、《中国服装史》、《中处
服饰演化》等八部专、译著。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中国》（日文版）等刊物上有“衣饰文化”、“中国服饰文化漫话”
等个人专栏，连载文章近400篇。
另策划主讲电视文化专题片30余部。
其教学成果和专著、论文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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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十)福建、广东、台湾、湖南等省民族服装1．畲族服装2．黎族服装3．高山族服装4．土家族服
装第三节：小结第十章：20世纪后半叶服装第一节：概述第二节：列宁服与花布棉袄第三节：全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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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概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顺应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要求稳定的政治趋势。
统一，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秦王朝无休止地役使民力、加重赋役，结果导致秦
室二世而亡。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面对汉初经济凋敝之状，汉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
汉武帝时达到西汉强盛顶点，随后便走向衰落。
经推翻篡权者王莽之后，刘秀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亡于公元220年，自秦统一至此共有四百余年。
这期间，秦始皇凭借“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大气势，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
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建立起包括衣冠服制在内的制度。
汉代遂“承秦后，多因其旧”。
因而秦、汉服饰有许多相同之处。
武帝时，派张骞通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与中亚、西亚文化、经济的大道，因往返商队主要经
营丝绸，故得名“丝绸之路”。
这一时期，由于各民族各国之间交流活跃，导致社会风尚有所改观，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
着打扮，日趋规整。
尤其贵族阶层中厚葬成风，这些都为今日服装研究工作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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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部分目录为：第一章：先秦服装、第二章：秦汉服装、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服装、第四章：
隋唐五代服装、第五章：宋辽金元服装、第六章：明代服装、第七章：清代服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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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服装史(修订本)》是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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