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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
林之学术著作。
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
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
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人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
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
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
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
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
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
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口”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
下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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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人物所反映的装饰，专家们多以为系辫发饰尾。
即如《山海经》述西王母故事，人面虎齿有尾或虎齿豹尾所说也正是原始人着兽皮留尾的服饰形象。
这种饰尾乐舞服饰，在云南石寨山出土的青铜滇人舞女中，表现得更为真实具体。
并且有的是虎尾，有的是豹尾，但比动物的自然尾长，都截短了一些（参见本书插图三八l、2），文
献记录则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樊绰《蛮书》。
从这里还可见出相隔二千余年古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上的相互承袭与影响。
　　披皮饰尾的服装起源可能极早，原始人为生活去追逐大动物时，至少需接近到弓箭射程之内，在
发明弓箭以前，则需混迹于兽群之中或埋伏到非常接近的程度，才能有效地捕获动物。
故披兽皮留尾成为极端必要的伪装，直到现今我们还可以从鄂伦春人戴“鏖头帽”（米那共）狩猎习
俗中看到这种遗制。
这种伪装进行的捕猎活动，最富戏剧性情节，因而饰尾的服装多被保留在表演这种生活的舞蹈中，并
影响着日常衣着。
　　舞蹈人物因作剪影式绘画，发式仅具轮廓，不甚具体。
如为辫发，其结束处似较低，与“一抓椒”式不同（参见插图1·3），但也可能是一种结发垂霄式（
形同今日马尾式），但辫发或垂髾似都与当时当地的披发传统不合。
从画面人物形象来看，所绘或应是青少年女子的一种发式，或者这种发式是一种舞蹈的专有装扮，却
不是成年妇人发式的典型通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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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从文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依托丰富的实物及图像、壁画、墓俑等形象资料，与相关的文献
记载互见发明，为三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绘出清晰的轨迹，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的演绎和
各兄弟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有极好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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