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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霞衣蝉带》这本小书是马大勇奉献给读者的普及读物，《霞衣蝉带》中简要地介绍中国传统女
性衣、裙、裤、帔、带等的审美内涵，以使读者对此有所了解，进而深入学习(传统衣冠礼仪、女子发
型发饰、鞋袜内衣、化妆、仙灵服饰等另撰系列读物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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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大勇，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人，南宁市作协会员。
2000年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毕业。
喜欢阅读人类学家房龙的书，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普及读物的写作，出版有讲述中国节日民俗、插花、
雕塑、衣冠礼仪、女子发型发饰的《节令琐谈》《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情境漫谈》《中国雕塑的故事》
《华服美蕴》《云髻凤钗》。
另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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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襦的色彩分类
　襦的图案分类
　袄的各种形制
　半袖(半臂)、背心类衣物、抹胸与诃子、腹围
　裙
　裙的历史
　裙的礼俗
　裙的各个部件和各种形制
　裙的质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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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的装饰工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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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领、云肩(宫装、云肩、阁鬓)
　披帛
　披帛的源流
　披帛的美化与工艺、色彩
　领系与直帔、霞帔
　衣带与衣纽、系束带
　衣带的装饰、系结与习俗
　衣纽的发展与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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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传统织物色彩简目(皆由深至浅排列)
参考文献
　传统织物色彩简表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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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川、重庆号称巴蜀之地，自古就有高超的纺织业。
广汉三星堆出土一件商代铜铸人像，穿精致的数层衣服，上有龙蛇、云雷纹，黄能馥等专家誉为龙袍
的起源，并认为是用蜀绣技法制作的。
到汉代，蜀地丝绸已通过身毒（古印度）转运到西域。
《后汉书》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扬雄《蜀都赋》赞美蜀地的绣品，奇锦、黄润布（细苎麻布）以及各种织物都是当时的珍奇，扬雄还
专门写诗赞美蜀绣。
四川女郎（蜀姬）头上戴花，身穿有羽袖的衣服（出土汉代女俑多见），也传到外地。
西晋的左思《蜀都赋》也写到锦、黄润，还记载西南一带的檀花布（攀枝花花絮织成）；也因此说蜀
地是“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不论男女都衣着华丽。
唐代，蜀地单丝罗、蜀锦、蜀缬、蜀绫等质量很高，不断涌现新样花纹，如王建描述的“新样锦”，
它们为宫廷所珍视，也行销全国，远至新疆的唐墓也出土许多实物，新疆唐代文书记载有成都的“益
州半臂”、三台县的“梓州小练”等在当地出售的情形。
宋代后蜀锦、蜀绣、巴缎更是有名。
西南的彝、藏、羌、白、壮族等服饰都受蜀衣影响，流风远达日本等处。
江南南京、水乡苏州一带盛产丝绸锦绣，女子们不断创新衣裙的样式，锦绣的花纹。
美丽的“吴娃”早已见于古诗吟咏。
到明代后期，随着市民文化的传播，全国衣饰逐渐以南京、苏州为时尚，余怀《板桥杂记》载：“南
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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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霞衣蝉带:中国女子的古典衣裙》：叠穿、混搭、透视、荷叶边⋯⋯时尚轮回，看时髦的古人如何玟
转潮流卡地亚、迪奥、爱玛仕⋯⋯众多一线大牌的中国一兀素，一起来追根溯源全面荟萃中国古典衣
裙之美图文详解中华文化服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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