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节日节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节日节庆>>

13位ISBN编号：9787503415937

10位ISBN编号：7503415932

出版时间：2005-1-1

出版时间：中国文史出版社

作者：左玉河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节日节庆>>

内容概要

　　民国百姓的生活文化，已经处在中西文明时而冲突时而交融的时代旋涡中，传统与现代兼具、本
土与外来并存、存留与变迁同在是其明显特点。
这些，又何尝不是今天中国文化的现状？
甚至一些很具体的生活文化内容，也有不少延续到今天，读者在阅读《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的过
程中，相信会时时感同身受。
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在很多历史时期其实具有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特点，这也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的人们应该对中华文化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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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式服装在中国迅速普及的原因　　很多人都简单地把国门的打开、思想的开化、政治的进步、
西风的东渐作为此问题的答案，这在宏观上当然是正确的，但并未解决一些微观现象问题，要解决后
者，还必须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人们的服饰心理。
　　民国建立后，人们争着西式服装，这可以称之为赶时髦。
这种赶时髦是一种惊人的社会力量，它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潜在的推动力。
它与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能迅速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的个性特征，西式服装的穿用，在多
大程度上刺激了纺织布匹业的发展，你只要看看当时风起云涌地新建立的织布工厂就会心中有数了。
而身穿学生女装、有现实社会新女性身影的子君勇敢地与涓生同居，又会让你明白中国当时确实出现
了众多的要求自由平等的女性，妇女解放运动也在一些方面落到了实处。
　　当然，赶时髦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正如民国时人们穿西装并不等于中国已成了发达国家，
但赶时髦确实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育生长，社会组织越先进，时髦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反
之则越小，因为在一个人口很少变化的地方，人们相互之间都很了解，赶时髦不会掩盖一个人的缺点
或造成不同的等级，人们也不会有赶时髦的服饰心理。
举例而言，两个人非常熟悉，那么双方就不会在衣服上过于讲究，靠此取悦彼此。
恋人在恋爱时很注重衣服的时髦样式，结婚成为夫妻后穿时髦衣服较多地就是给别人看了。
民国初期，社会组织较前发达，社会财富也因商品经济而在分配上出现了较大差异，新的阶级分化出
现，新式家庭的地位已经确立，赶时髦的心理就有了生长的肥沃土壤。
而且，它并不只是新女性和公子哥们的特有物，它在当时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配力量，只是
大家各有轻重罢了。
对此人们只要看看西装、皮鞋的普及率就明白这并非妄言。
　　身着新式服装展示自己的新形象以赢得别人的赞美；穿新衣戴新帽凸显新气质赢得别人的关注；
模仿上层人士衣着力求与他们同化；以西式服饰标榜洋化、吸引异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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