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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绚烂多彩的宝库。
对于这一点，本书将多侧面地给读者描述一个概貌。
    服饰文化与服饰不是等同的概念，它的内涵比服饰要复杂得多，不仅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物质文
明相联系，而且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相联系。
对于这一点，本书也将从各个角度次第展开论述。
    旧时，服饰文化的创造者不是服饰文化的充分享受者，要使全民服饰都步入生活美学的殿堂，有三
个基本条件是不可少的，。
一是人民的生活普遍达到小康的水平，二是服饰美不受禁锢，三是人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普遍提
高。
第一条正在逐步实现。
第二条，历史上的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都曾对下层民众的服饰有过这样那样的限制和禁令，礼教和迷
信又以种种无形的束缚阻碍着服饰美的发展。
现在，这些禁钢都不复存在了。
若干年前无论男女一律穿灰蓝干部服或旧军装的风尚也早被多姿多彩的时装所替代。
因而这一条可以说现在已基本实现。
值得重视的是第三条。
一个人怎样根据自己的性别、年龄、职业、身材特点、经济能力、季节、场合选择他认为美的服饰，
是他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直接表现。
固然，我们应该承认美的多样性，承认审美个体在兴趣爱好上的差异性，因而对人们的服饰选择抱宽
容态度。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美是发展的现象，有品位较高的美和品位较低的美，有形态比较完备的美和形
态不够完备的美，也应该承认审美个体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因而应该对服
饰美的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对服饰流行心态作积极引导。
比如：怎样保持服饰的民族特点而不断所创新，怎样吸收外来的成分而不流于媚俗，怎样在服饰的掩
盖和人体的适度裸露上掌握好分寸，既予二千年封建礼教的沉重压以冲击，又不失高雅含蓄的风韵情
致，等等。
对于这一点，本书也将力求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因而
应该对服饰美的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对服饰流行心态作积极引导。
比如：怎样保持服饰的民族特点而不断有所创新，怎样吸收外来的成分而不流于媚俗，怎样在服饰的
掩盖和人体的适度裸露上掌握好分寸，既予二千年封建礼教的沉重压抑以冲击，又不失高雅含蓄的风
韵情致，等等。
对于这一点，本书也将力求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试图对读者有所启迪。
试图对读者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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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1.“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
2.“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服饰的审美意义
3.龙袍和凤冠——服饰的远古图腾遗迹和政治意义
4.官服上的品级标记——服饰的等级意义
5.从“禹入裸国”的故事谈起——服饰的民族性
6.上阳宫人的“时世妆”——服饰的时代性
7.“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服饰的流行性
8.“文质彬彬”——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9.“被褐怀玉”——道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10.子路的迂和楚庄王的豁达——礼教和服饰
11.朝服、公服、祭服、常服
12.吉服
13.凶服
14.中国人对奇装异服的传统看法
15.中国人对袒胸露体的传统看法
⋯⋯
《金舞银饰》与《东方彩霞》（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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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服饰的审美意义西汉初年燕人韩婴，是传授儒家《诗经》的四
大家之一，他在《韩诗外传》里说：“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
“悦目”就是好看，这个观点，强调了服饰的审美意义。
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韩婴与董仲舒同为儒家而辈份稍先，学术观点也不
尽相同，两人还当着武帝的面有过争论。
不过董仲舒对“衣服容貌，所以悦目”的说法却完全赞同，他把那句话一字不差地抄在他的《春秋繁
露?五行对》里。
李白《清平乐》词“云想衣裳花想容”，用艺术想象创造的诗的形象；俗语“人要衣裳，佛要金装”
，用比喻手法显示的通俗哲理，表达的也都是大致相同的意思。
人穿戴服饰兼有实用、遮羞、美化自己三重意义，这一点在文明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持异议的
。
但是如果把这三者提到服饰的起源这个命题下来考察，问一问原始人开始穿衣服是出于什么原因，那
么，古今中外不同的看法就很难统一了。
比如，《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无疑认为遮羞是服饰起源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看法，如《白虎通义》说：“太古之时，衣皮韦，能覆前而不能覆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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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即将结束全书的时候，感到虽然方方面面的写了不少，可是还远远不能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服饰文化
在读者面前具像化、立体化起来。
对古代服饰演变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有附着彩图的专著先期问世了。
有兴趣进一步探讨的读者，可以去阅读。
我在这里，想向大家推荐上海舞剧院的《金舞银饰》和云南舞剧院的《东方彩霞》两场大型服饰表演
舞。
《金舞银饰》试图从纵向发展上展示从古到今中华服饰的精华，《东方彩霞》试图从横向断面上展示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服饰的奇葩。
二者结合起来，可以使我们对中华服饰文化之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
而且是直观的，形象的，非笔墨所能形容，所能代替。
把舞蹈与服装展览结合起来，是一种创举。
静态的服装展览固然没有它那种魅力，就是服装表演也无法与它场景之壮阔、层次转换之多变、表情
之生动相比美。
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文化，借助于优美的舞姿，艺术地再现在我们面前，简直是目不暇接。
唯一的缺陷，是转瞬即逝，看过就完，使人觉得只看一遍不够，或者录像处处能够定格才好。
当然，它是艺术，实际生活和历史文物比它丰富，但它比实际生活和历史文物更美。
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对于它，接近于真实性的要求应该更高。
应该在舞蹈中更多地反映出与服饰相应的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特色。
这是我们在观赏赞叹之余，所进一步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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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服饰文化》将多侧面地给读者描述一个概貌。
服饰文化与服饰不是等同的概念.它的内涵比服饰要复杂得多.不仅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相
联系，而且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相联系。
对于这一点，《中国服饰文化》也将从各个角度次第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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