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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饰艺术是最能代表中国不同民族的审美风格及地域风情的艺术门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本书对中国历代服饰艺术的历史和精华做了最集中的展示。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为导言，简明介绍了中国历代服饰的发展史、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第二
章为正文，以服饰形制门类为序，分为首服篇、上衣篇、下裳篇、足衣篇、发式篇、妆容篇、饰物篇
、工艺篇、纹样篇共九部分。
在每个门类下又按历史滑革编排，详尽地展示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艺术风格。
本书第三部分为附录，收录了图片索引以及中国历史年代表。
    该书将学术性与鉴赏性完美结合，文字论述系统而清晰，600余幅精美彩图更能给读者提供形象的参
考和审美的愉悦。
本书不仅是服饰专业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经典资料，而且能为服饰设计者提供图案设计、色彩搭配、风
格溯源等方而的实用参考，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爱好者们不容错过的精美鉴赏图典。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服饰艺术>>

作者简介

高春明先生，中国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艺术家》杂志主编。
自-976年起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为中国最著名的服饰艺术研究者之一。
其个人编撰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国服饰五千年》、《中国历代服饰》、《中华元素图典》、《锦绣
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等二十余部。
其中大部分著作被翻译成英、德、法、日、俄、韩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并荣获过美国传统书展
优异奖、德国莱比锡全世界最佳书籍奖等。
此外，他还主编有《上海艺术史》、《中国分类美术全集》等著作。
 
    高春明先生还策划过“中国历代服饰展”、“中国传统服饰珍品展”、“二十世纪初叶上海服饰展
”、“百年旗袍展”等大型服饰文物展览，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地展出后获得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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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裙中国早期妇女的裙子，一般被制作成一片，穿时由前绕后，于背后交叠。
裙子和襦袄相配合，是中国服制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形式，与袍衫等服兼容并蓄。
从公元前后开始，流行了十几个世纪的历代女裙形制繁复，款式丰富，无论在设计、配色还是装饰上
，都颇具特色。
妇人下体穿裙，是汉代以后流行起来的一种风习。
在汉代留存的文物资料中可看到大量穿着裙子的妇女形象。
如河南密县汉墓壁画所绘妇女，上身穿着短襦，下体即穿着一条长裙，襦袖宽广，裙腰系带，与汉乐
府中“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的说法相吻合。
汉代妇女的裙子实物，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还有发现。
马王堆出土的女裙，以四幅单层素绢拼成，整条裙子不用纹饰，也无缘边。
史书中记载的“无缘裙”，指的就是这种裙式。
东汉时期宫廷女子还喜欢在裙子上施以折裥。
微风吹来裙裾飘飘，宛若仙人，流传出宫廷后，民间竞相效仿，成为一时风尚。
隋唐五代贵族妇女的裙围以宽博为尚，尤其在唐代，大多数妇女的裙子，都集六幅布帛而成。
为和宽大的裙围相适应，古代妇女的裙子往往被做得很长，为了增加裙子的长度，她们采取了各种手
段，如将裙腰上提，或束在胸间，或束至腋下，裙子的下摆则垂至地面，走起路来裙裾扫地。
这一时期妇女的裙饰也很有特点。
如安乐公主用百鸟之羽制作了一条“百鸟裙”，裙子颜色会随着光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华美异常，
名噪一时。
各阶层妇女趋之如鹜，纷纷效仿，一时间山林中奇禽异鸟被捕获无遗。
后由朝廷出面禁止，才有所收敛，但也未能禁绝。
后世所谓的翠文裙、翠霞裙及孔雀罗裙等，均由这种裙子发展而来。
五代时期，裙幅增多，折褶也愈细密，少则数十，多则逾百，每道折裥宽窄相等，制作时被固定于裙
腰。
史籍中有 “百叠”、“千折”之说，就是对这种裙式的形容。
这种折褶裙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只不过形制有所变化。
明末清初，一种名为月华裙的折褶裙十分流行。
它是用十幅布帛制作的，裙体折成数十道细裥，每裥各用一色，轻描浅绘，色雅而淡，如月光呈辉，
故名“月华”。
在清代同治年间，还出现一种鱼鳞百褶裙子，深受妇女喜爱。
这种裙子的裙面上打满了细裥，粗看与普通的百褶裙没有什么区别，但将其折裥掰开，就会发现在每
一道折裥的中间，都用丝线交叉串联，颇似鲤鱼的鳞甲。
历代妇女的裙子有多种颜色，在各种裙色之中，以红裙所见最多，尤其是青年妇女，更以穿着红裙为
尚。
因红裙可用茜草浸染，故也称“茜裙”。
此外红裙还被称为“石榴裙”，以象征它美艳的色彩。
石榴裙还成了女子的代称。
和红裙相对，绿色之裙也深受妇女的青睐。
古代绿裙有多种异称，如碧裙、翠裙、翡翠裙、荷叶裙等，以形容它的色彩碧如荷叶。
除了单色的裙子，古代妇女的裙子还有被染成晕色的，裙色之间渐变自然。
还有用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相拼的裙子，色彩交错，相映成趣。
还有一种弹墨裙，用浅色织物做面料，用弹墨工艺印出花纹。
具体做法是将纸片剪成各种花样，或将天然花瓣、树叶放置在织物上，用喷弹法施洒墨色，干后去掉
纸片、花瓣或树叶，花样便印上织物。
所作花纹浓重醒目，对比强烈，且无重复，故深受年轻女子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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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妇女裙子上的装饰也颇具特色。
有的在裙上刺绣，有的在裙上印花，有的在裙上作画，还有在裙上镂金、穿珠或镶嵌宝石的，形形色
色，不一而足。
不同季节还有不同的裙子。
和上衣一样，裙子也有单、夹、棉、皮的区别。
用纱罗制成的裙子一般在夏季比较常见，面料讲究的，裙子轻薄得连人体的曲线都露得出来。
春秋季节则多穿用几层布帛制成的夹裙。
到了冬天，裙子里又可以纳入棉絮。
至于富贵之家，还用皮毛制成裙子。
这种裙子一般以绸缎为面，衬里用毛皮。
胭脂胭脂是一种红色面脂，古代有许多异名，如燕支、焉支、烟肢、燕脂，另外红蓝、黄蓝、春红、
万金红等也是胭脂的别名。
胭脂的产地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县境内的焉支山，为祁连山脉的一个分支，汉代属匈奴区域，因当地盛
产焉支，故以“焉支”命名此山脉。
焉支二字为匈奴语，译成汉语，则有燕支、烟脂等写法。
从史籍记载来看，匈奴人将贵族之妻称呼为“阏氏”（音胭脂），如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妻
，即被称为“宁胡阏氏”。
这种称呼也和胭脂有关，因当地的贵族妇女常常以胭脂妆饰脸面，故得了“阏氏”的美名。
胭脂从匈奴地区传入中原，成为广大汉族妇女的饰品，与张骞出使西域有关。
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等人奉命出使西域，由此打开了长安与西域的交通，同时带回了大
量先进的异国文化，包括西域各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情。
胭脂就是在此时由西域传入内地的。
从此汉族妇女也开始将脸颊涂抹成红色。
红妆是古代妇女面部妆饰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据说早在秦代，已经有人作这样的妆饰。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妆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及，只有在进入汉代以后，作红妆者才日益增多
。
在胭脂尚未引进之前，中原妇女涂沫红妆，用的是一种红色粉，这种粉是在白粉中掺入辰砂等矿物质
颜料调制而成的。
随着胭脂的引进，在宫廷及民间妇女中出现了涂抹红妆的风习，这种风习经久不衰，绵延了两千多年
。
唐代妇女尤喜作红妆，有大量关于这种妆容的记载。
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由于涂抹了胭脂的缘故，连汗水都染成了红色。
还有类似的描写，说的是一位年轻宫女，当她舞罢退场，盥洗之后，洗脸盆中的水犹如一层红色的泥
浆。
虽然在说法上有些夸张，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从整体情况来看，唐代妇女的面妆一般涂抹得比较浓重，色彩也用得非常鲜艳。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绢画中即绘有浓妆艳抹的妇女形象。
陕西西安唐鲜于庭诲墓、河南洛阳孟津唐岑氏墓及新疆吐鲁番唐张雄墓出土的彩绘女木俑、女陶俑，
两腮均被染画得鲜艳夺目。
在崇尚艳妆的时代，连身份低卑的使女奴婢都受到感染，将脸颊涂抹得鲜红。
和唐代浓妆艳抹的情况形成对比，宋代妇女的面妆则以淡雅清秀为主，尤其在民间妇女中，很少见两
腮通红的妆法。
宋代诗文所反映的妇女面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淡”、“浅”、“薄”、“素”。
今从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中，还可以看到涂抹素妆的妇女形象。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来看，古代妇女涂抹红妆，往往是脂、粉并用的，单以胭脂妆面的现象比较少见。
根据使用顺序的不同，涂抹方式有两种：一种先施白粉，然后再敷以胭脂；一种先用胭脂打底，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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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罩以白粉。
尽管妆饰手法不一，但胭脂多集中施在腮部，故双颊均呈红色，而额头、鼻梁及下颔部分则露出白色
。
中国传统人物画在描绘仕女脸面时有留“三白”之法，即从这种面妆发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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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到先人遗留下的精美的衣饰、独特的妆容发型、明丽典雅的纹样，相信您一定会被这种对美的追求
所深深吸引和打动。
因此，《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不仅是服饰专业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经典资料，而且能为服饰设计者提供
图案设计、色彩搭配、风格溯源等方面的实用参考，同时也是服饰艺术爱好者不容错过的典藏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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