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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30年来，我国设计艺术教育在传统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上迅猛发展。
当前，不仅艺术院校，在一些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单科院校也相继开设了设计艺术类专业。
据教育部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6月，全国1983所普通高校中已有1368所设置了设计艺术类专业，
比例高达69%。
高校在校生中，有5%为艺术类专业学生，而这5%的学生中有20%分布在独立建制的艺术类院校，另
外80%分布在综合性大学等其他类高等学校。
21世纪是“设计的世纪”，经济的发展已由产品的价格竞争、质量竞争转向设计的竞争，设计已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经济的迅速发展、产品的不断更新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变革，因而对设计艺术教育也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
设计艺术专业已被列为社会发展急需专业之一，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需要，适应设计艺术事业的要求与变革，设计艺术教育与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末，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高等院校工艺美术各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增设“设计艺术学”，将本科
“工艺美术”调整为“艺术设计”。
学科专业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早期的工艺美术教育以人们衣、食、住、行、用服务的实际为教育和办学宗旨，以培养专业设计人才
为目标，这种办学宗旨和目标可以说体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本质特征。
设计艺术涉及的面非常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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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以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为主线，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服饰。
服饰不仅是实用艺术，也是大众文化，故每一章除了探讨主要服饰特点(包括造型款式、服色演变、冠
巾发式、鞋履配饰等)，更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予以挖掘，将其融于整个社会发展之
中来研究。

　　全书对中国历代服饰文化进行了系统综合介绍，语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脉络清晰，图文并茂
，既可作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院校教材，也是服装爱好者的良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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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长期分裂和政治、军
事、思想上动荡的时期，也是战乱频繁的时代，更是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从魏晋至南北朝结束三百
六十余年中，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权。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割据因素加重，民族关系紧张，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极为不
利的影响。
战事一发生，统治者不但无力救济民众，反而大量征集壮劳力充军，增加赋役剥削，造成大批难民四
处流散。
社会意识、人们思想的发展前后变化很大，但这些动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域间、民族问不同文化
的交流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服装的发展也因此受到积极影响。
 首先是魏时的曹操废除儒说，崇尚名士、法家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打击豪门贵族，削弱他们的势力，
使经济命脉、政治权力更有效地集中在中央，所以他宣扬名家思想、启用贤士。
在天人关系上，曹操公开申明自己“性不信天命”，把天看做“阴阳四时”、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
。
魏时的后期又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礼、法并存地治理国家。
这是魏时统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魏晋是玄学迅速发展并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
这一学说是将儒家与道家进行改良与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提出“无为而治”的同
时又推出“伦礼纲常”。
当时玄学的倡导者主要是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贵族豪绅和有经济实力的地主阶级，提倡玄学的目
的起初在于削弱中央统治，扩张自己的势力。
玄学后期其内涵成了大部分倡导者的行为，这是因为后期贵族中间的相互斗争，失利者只好以此来超
脱自己，因此它代表了大部分中小贵族、地主、土豪的思想和利益，于是一时间玄学之风大兴，怪诞
之事四起。
在魏晋的后期佛教和道教的兴起都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风有一定影响，这些在服饰文化中都有一定的
反映。
佛教本在汉时就有传入，只是在魏晋时先是融进了儒学思想，后又掺入了玄学思想，才在我国广为传
播开来。
 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另一个结果是形成开放融合型的文化，各族人民之间交融，从而促使南北民族
文化与服装造型发生改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服装史>>

编辑推荐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理论及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国服装史》对中国历代服饰文化进行了系统综合介绍
，语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脉络清晰，图文并茂，既可作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院校教材，也是服
装爱好者的良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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