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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言道：“衣食住是生活三要素”，恩格斯认为它们的生产与人类自身 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共同构
盛“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 性因素”。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又加上了“行”，可谓“生活四要素”了。
 穿戴、饮食、住宿和行走，构成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内 容。
我们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把这些最普通、最常见的行为演绎 成了具有广泛和深刻内涵的文
化而日新月异地世代相传。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 化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以衣、食、庄、行为代表的物质文 明蕴
涵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容，它涉及到每一个人，因而彰显着普遍的魅力 。
 中国的衣、食、住、行具有独特的体系和尤为深刻的文化底蕴。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老的哲理，《周易说卦》曰：“昔圣人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
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柔’ 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寸而两之。
” 礼，是中国古 代社会理念的核心。
礼产生的本意是为了敬神，但在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后 ，人们发现人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
《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 、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 然。
”礼是在人的作用下行使的。
于是，礼被引入了国家政治，纳入了社会 生活的范畴，故《礼记经解》曰：“安上治国，莫善于礼。
”基于上述原因 ，衣、食、住、行当然会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被礼制化。
 就“衣”而论，服装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作为“直接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的
决定性因素”，不可等闲视之。
中华民族素有“ 衣冠王国”和“礼仪之邦”的美誉，我们昀先民们通过天与地、衣与礼的有 机结合
，唱响了一曲曲服饰的颂歌。
从先秦的冕冠深衣、泰汉的巾帻单衣、 魏晋南北朝的裆裤褶、隋唐的幞头胡服、两宋的时世装⋯⋯直
到清代的顶戴 花翎等等，不同风格的衣装都与“礼”有着深刻的联系。
不同时代、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不同风俗和不同宗教信仰影响下的服饰，汇成一条五彩斑斓 的历
史长河。
就“食”而论，“吃饭”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作为 “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历
史的决定性因素”，“民以食为天” 概括了这一真谛。
“钟鸣鼎食”的饮食礼仪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安 邦之道，这些说法表明了历代帝王们在美食
的享受中得到统治术的启示。
中 国的饮食远远超越了果腹的目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养生和医疗的手段。
这作 为中国饮食体系的独到之处，是世界上其他饮食体系所没有的。
古老而又神 奇的中华文明在饮食上的建树，为我们赢得了举世无双的餐饮文化之最的美 誉。
酿酒技术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是世界上酿酒技术高超的国家；饮茶是我 中华的一大发明，现在它已为
世界所共享。
中国美食、美酒、美茶，不仅味 道绝佳、工艺精湛、品种繁多，而且由此所衍生出的文化内涵，更凝
聚了东 方文化的特殊魅力。
 就“住”而论，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作为“直接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历史
的决定性因素”。
自从上古时期人们学会自己动 手刨造生存空间开始，至原始氏族晚期已形成“作为艺术的建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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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 是说，建筑已不是简单的只供栖居的处所，而是兼备物质与精神双重功能的 社会环境。
所以说，建筑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载体，是最能反映社会历史生 活的史书。
中国建筑哲理的高深，使它在历史早期就已传播海外，而形成“ 东亚地中海” (俄霍斯克海、日本海
、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 等海域）汉字文化圈的一个与西方建筑体系并立的东方建筑体系
。
中国对世 界建筑的发展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就建筑学而言，《老子》论述“有”、 “无”对立统一的哲理曾以建筑为例，所讲到的“凿户牖以为
室，当其无有 室之用”，“有(体形）之以为利，无(空间）之以为用”的空间与体形对立统 一学说，
成为近代世界建筑革命先驱者美国F．L．莱特“有机建筑论”的理 论基础。
就结构学而言，近代突破西洋古典建筑承重墙体系，从而使人类第 一座摩天楼在芝加哥拔地而起，正
是由于采纳了中国仿生的构架体系的结果 。
再从建筑材料来看，20世纪70年代，日本为解决新干线钢筋混凝土轨枕抗 酸碱的强度问题而创造的“
有、无机结合”的建材理论，引起世界建材革命 ，就是引用了中国三国时期无机陶制品用有机的植物
油处理的原理。
中国“ 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的营造哲理，已日益为世界所瞩目，而成为 解决环境污染，建
设清洁、健康、生态化的人类生存空间的指路明灯。
 就“行”而言，人们出行这一经常性和社会性，导致代步工具和道路的 诞生，乃至交通体系的确立
和完善。
交通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对人类 厚始的行走方式的升华、变革、提炼和集合，是对人类行走革
命的深刻注解 和高度概括。
考察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涌源与流变的历史，对了解中国古代 人类的生产、生活或生存能力和社会发
展状况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从原始 交通开始，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王国时期，直至秦、汉到明、清帝国时期 ，从陆路开辟以
及内河水路航运、人工运河的开凿，乃至海洋航线的开辟： 运载工具则由家畜骑乘和车舆、舟船等交
通工具的发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 道路。
坐骑、舟、车等交通工具，除了运输人和物的基本作用外，还具有礼 制仪仗的政治功能。
 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文化现象是奇妙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衣、食、住、行既是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物质基础， 又是文化现象。
人类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机时代 到电气时代以及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而与
此相伴随的社会文化也推动着历史 的车轮走过了这个漫长的岁月。
今天，人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时也向着更为光明的前途迈进。
温故而知新，人类对自己过去文化的研究 ，是为了继承、开发与利用。
当前，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发展文化事业方面 虽然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民族复兴”的
目标相距还远。
通过 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整理和总结，让世人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 断加深认识，从而
使其发扬光大，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里，我们奉上的这四本小书，远谈不上对衣、食、住、行文化的概括 ，更难谈对文化的弘扬。
如能通过本书让大家对中华传统的衣、食、住、行 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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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文化现象是奇妙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衣、食、住、行既是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物质基础，又是文化现象。
人类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时代以及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而与
此相伴随的社会文化也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走过了这个漫长的岁月。
今天，人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向着更为光明的前途迈进。
温故而知新，人类对自己过去文化的研究，是为了继承、开发与利用。
当前，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发展文化事业方面虽然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民族复兴”的
目标相距还远。
通过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整理和总结，让世人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加深认识，从而使
其发扬光大，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里，我们奉上的这四本小书，远谈不上对衣、食、住、行文化的概括，更难谈对文化的弘扬。
如能通过本书让大家对中华传统的衣、食、住、行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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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冠和顶 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用冠的不同装饰体现人群和个人的身份地位是最 常见的方
式之一，清代也不例外。
且冠饰制度的繁杂程度，在很多方面都超 过了以往的各朝代。
从纵向等差、品序的排列来看，上有皇帝，以下依次有 皇太子、亲王、郡王、镇国公、辅国公、文武
一至九品及未人流等尊卑区别 ；横向而言，则有同级位镇国将军、郡主、驸马、品官、侍卫等人受恩
赐的 差别。
以服饰分尊卑、别贵贱、严内外、辨亲疏的传统作用更加突出。
在清 代各种官服当中，仅冠类就有朝冠、吉服冠、行冠、常服冠，而且冬夏又有 不同，甚至连雨冠
也都有等差。
“顶戴花翎”是清代官服的重要标志，提到清代官员的职位品级，人们 自然就马上会想到它。
顶戴花翎是清代官服的特色之一，也是区分人物等级 地位的重要标志。
清代官员的冠一般按照季节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冬 天戴的，叫暖帽：一类是夏天戴的，叫凉帽
。
暖帽为圆形，有一圈向上反折 的冠檐：其质地多用各种毛皮，以貂皮为贵，次则海獭皮，再次为狐皮
，其 下就不分什么皮子都可以使用；暖帽的颜色大多为黑色，帽顶周围饰有红色 的帽纬，顶端还有
不同颜色和质地的顶饰。
凉帽比暖帽大，无檐，形如圆锥 ；这类帽子是用玉草或藤丝、竹丝为骨，红纱绸为里，再以白色、湖
蓝或黄 色罗为表，另选石青片金织物裹边而成；凉帽顶的四周也用红色纬缨装饰，顶饰大致同于暖帽
。
对于官员来说，从暖帽和凉帽上来区分等级的共同标志 是顶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顶戴”。
顶戴又叫“顶子”，在官场中，不同 身份地位的人，要戴不同质地的顶子，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
可以一眼从 对方的顶戴质料上，分辨出其官位品级。
所以。
清代的官帽又有“一顶官职 ”之说。
在所有各类顶子之中，皇帝的顶子级别最高，朝冠和吉服冠顶子通常是 用最好的东珠（产于黑龙江、
松花江等江水之中的蚌珠，因生于北国寒冷水 域，生长缓慢，质地光润，是清代供皇家专用的供品）
为顶饰。
清代规定： 皇帝冬朝冠用薰貂黑狐，顶为三层，各贯以大东珠一只，皆承以金龙四，饰 小东珠如其
数，在顶的左右檐两旁，各设一垂带，供固冠之用（图10-1）。
① 夏冠用玉草和藤丝制成，表为罗，有石青片金缘二层，里用红金片金或红纱 ，檐敞，缀一金佛，
饰小东珠十五，后设一舍林，饰东珠七只，余同冬冠。
行冠的冠顶装饰比较简单，都以红绒结顶：雨冠一般不装饰顶子。
一般品官的顶子不能饰用东珠，而是用其他一些物质的材料制作，具体 质地视品级高下而定。
清廷规定，凡品官朝冠顶子。
文武一品用红宝石：文 武二品用珊瑚；文武三品用蓝宝石：文武四品俱用青金石；文武五品俱用水 
晶：文武六品俱用砗磲；文武七品俱用素金；文武八品俱用阴文镂花金顶； 文武九品俱用阳文镂花金
顶：未人流之官的顶饰与文武九品官顶饰相同：进 士、状元冠帽用金三枝九叶顶：举人、贡生、监生
冠帽用金雀顶；生员冠帽 用银雀顶；从耕农官冠帽用顶与文武八品官员顶饰相同：一等侍卫冠帽用文
武三品官员顶饰：二等侍卫冠帽用文武四品官员顶饰：三等侍卫冠帽用文武 五品官员顶饰：蓝翎侍卫
冠帽用文武六品官员顶饰。
吉服冠顶子，文官和武 官正式品官官员在顶子上没有区别。
其中，一至二品官员吉服冠顶子与朝冠 顶子不同，如一品用珊瑚、二品用镂花珊瑚、三品用蓝宝石，
余下四至九品 官员的顶子，则与朝冠用顶完全一样；未人流官员的顶子同于九品官；状元 、进土、
举人俱用素金顶子；贡生顶子同于文八品官；监生、生员用素银顶 子：一等至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顶
子与朝冠顶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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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官的常服冠和行冠 顶饰如同吉服冠饰，雨冠无顶饰，但冠体颜色不同，三品以上红色，四至六 品
红色青缘，七至九品青色红缘。
（二）饰翎 花翎也是清代官服冠帽上用以区分等级的标志。
所谓花翎，指的是冠帽 后面拖着的一根孔雀羽毛。
帽顶专设有与笔帽长短粗细相仿的玉质或珐琅质 的翎管，供插缀翎羽之用。
一定品级以上官员所用花翎上面有“眼”，眼即 是孔雀羽毛尾端的花圆限形图斑，翎眼有单眼、双眼
及三眼之分，以眼多者 为贵。
花翎的作用相当予古代的貂尾。
福格《听雨丛谈》：“本朝最重花翎 ，如古之珰貂也。
”①清代官员使用花翎的制度也很有讲究：皇帝和亲王、 郡王一般不戴翎饰冠；贝子戴三眼花翎冠；
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等戴双 眼花翎冠：五品以上官员及一至三等侍卫戴单眼花翎冠；六品以下官
员戴无 眼的蓝色翎（图10-2）。
②传说福建提督施琅率清军收复台湾，立下头功，皇 帝欲封赏他以侯爵，但他不想接受，偏偏表示只
想戴皇帝钦赐的花翎冠。
于 是康熙皇帝又令造四眼花翎冠赐予施琅。
在乾隆年间，还出现过请求得到花 翎的现象。
当时乾隆皇帝的一个孙子，年少一时心血来潮，觉得花翎冠漂亮 ，也要戴这种花翎冠，可是按服礼规
定，皇子是不能随意屈尊戴用贝子和大 臣们所用的花翎的，于是，乾隆帝便特别御批制三眼花翎赐予
皇孙子，从而 满足了他的要求。
P33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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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文化现象是奇妙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衣、食、住、行既是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物质基础，又是文化现象。
人类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时代以及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而与
此相伴随的社会文化也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走过了这个漫长的岁月。
今天，人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向着更为光明的前途迈进。
温故而知新，人类对自己过去文化的研究，是为了继承、开发与利用。
当前，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发展文化事业方面虽然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民族复兴”的
目标相距还远。
通过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整理和总结，让世人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加深认识，从而使
其发扬光大，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里，我们奉上的这四本小书，远谈不上对衣、食、住、行文化的概括，更难谈对文化的弘扬。
如能通过本书让大家对中华传统的衣、食、住、行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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