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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学与宗教学、语言学。
搞民俗学，不能不懂得宗教学，两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语言，是民俗的载体，在民俗学的研究上，语言学一直是很重要的。
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甚至认为，研究民俗应该从研究语言入手，他的《蜗牛考》就是从语言学进入
的。
在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语言学著作是专门研究底层文化语言的。
美国的语言学家萨匹尔（E.Sapir）就做过这样的工作，我看现在翻译过来的他的书，还是他的一般著
作，不是他的这类专门著作，能有这样的著作更好。
我记得在日本时，有一个日本学者，是受法国教育的，搞语言社会学，已经很接近我所说的那种底层
语言学。
我国语言学者陈原先生也是搞社会语言学的，但他不是专门注意底层文化的，是搞一般性的社会语言
研究的，不过陈老的书也可以参考。
所以，对语言学和语言学史，也要有一定的知识。
明年有一个毕业的同学研究家乡的方言民俗，就是一种新的工作。
将来如果能有人能写出一本《从（说文解字）看古代民俗》的博士论文，那一定会是一种很好的学术
建设。
    　　民俗学与地理学。
民俗学和地理学也有关系，听说有人写了民俗地理学，很有意思。
    中国民俗是一块色彩斑斓的瑰宝是世界公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史》丛书是一套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开拓审美视野的大型文化读物。
它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中国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画
卷。
是一套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开拓审美视野的大型文化读物。
 　　本书为《中国民俗史》之(隋唐卷。
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隋唐时期的民俗事象进行系统的清理。
为读者展示绚丽的(隋唐民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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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
1927年人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参与民俗学会的组织活动，编辑《民俗》刊物与民俗丛书。
1928年任职浙江大学，在杭州开展中国民俗学会工作。
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研修神话学、民俗学。
1941年回中山大学任教。
1949年任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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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物质生活民俗第一节　服饰民俗隋唐五代三百年，在中国服饰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是变化极为
显著的一个阶段。
隋唐服饰一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中国古代在每次改朝换代时，统治者都要“改正朔，易服色”
，这种“易服色”也是改朝换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隋唐时期也不例外。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长期分裂割据，南北服饰特征各不相同，随着国家统
一，随着民族大融合服饰也在不断变化中而趋于大融合。
另一方面，隋唐时代社会风气开放，与此相适应的服饰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性，极具有明显的历史
阶段性特征，特别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尤其表现在妇女服饰、化妆方面。
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繁荣昌盛的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特别是丝绸及纺织工艺
闻名世界，为服饰争奇斗艳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隋唐社会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来探索这个时代服饰特点。
一、服饰的时代特点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里，“易服色”是改朝换代的象征，每个历史时期人们的
衣着服饰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
本来谈的是隋唐时代的民俗服饰，但是我们不能不简述公服与常服的基本区别。
服饰不论男女一般都要分为公服与常服，也就是礼服与便装。
公服除帝王服装外，还包括王公贵族、大小各级官吏在上朝或各级衙署所穿的服装。
特别是大臣上朝时所穿公服又代表着官阶品级，尤为重要，所以也叫朝服。
同样妇女服饰也有礼服与常服，礼服如皇后嫔妃、文武百官家庭的妻女在各种正式场合衣着打扮，特
别是受朝廷册命的命妇在受封、各种典礼或进宫谒见时所穿戴的服饰。
这种“公服”性质的服饰在特定时期是严格禁止一般庶民百姓穿戴。
而常服便装则是平时所穿的服装，无高低品级之分，也无特殊限制，官员及其妻女平时可穿戴，而一
般普通百姓也可以穿。
“易服色”主要是对公服而言。
公服与常服便装说起来法令规定严明，界限清楚，但是在实际上互相既有依存关系，又有互相因果联
动的内在因素。
随着时代变化很多公服又演变为常服，庶民百姓也可以穿戴了，即因时迁而风俗易。
隋唐时期民间服饰鲜明的时代特点就是因时空易换而风俗变，所以服饰具有多样性，一方面出现南北
服饰交会融合；另一方面民间服饰可能影响宫中，宫中服饰花样又下传流布民间，都城流行胡服风尚
，整个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审美多元化、面容化妆及首饰争奇斗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俗史（隋唐卷）>>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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