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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荆楚文库：楚器名物研究》共分八章分别是：服饰篇、佩饰篇、饮食篇、车马篇、出行篇、建
筑篇、礼俗篇、楚器考论篇等内容。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集中了东周文化的大半精华。
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古区域文明的奇葩。
与并世共存的先进文化相比，楚文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当楚文化迹象初露之时，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不显，影响不大，几
乎无足称道。
到了西周晚期，它才脱颖而出，令北方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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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王逸认为这种长袂仅仅是为楚国的美女工舞者服用。
事实上，从长沙楚墓出土的木俑衣着和人物绘画衣着看。
男女均有著长袂的习尚。
同时，短袂也兼而有之。
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楚服既有长袂，也有短袂。
而袂的长短取决于布幅的块数。
从目前所发现的楚服实物看，大致是1：2：3的幅数递增。
《礼记·深衣》中的“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记载，这是礼制的法定尺度，但在实际的生活中未必
如此严格。
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楚服其袂部既有用三块，也有用二块和一块布幅的。
说明楚服不拘泥于礼制的束缚，以实用为大宗，形式多样。
 祛 《楚辞·哀时命》“左祛挂于榑桑，右衽拂于不周”。
《说文·衣部》：“祛，衣袂也。
从衣去声。
”《诗经·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
”又《诗经·唐风·羔裘传》：“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毛传》并云：“祛，袂也。
”我们认为，《楚辞》中的“祛”应指袖缘部分并与袂相连。
由于祛与裾相连并构成一个整体，故二者古常相混，通为一义。
事实上，祛与袂是有严格区别的，古之学者辨之甚详。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曾明言：“析言之袖日祛，袂口曰祛。
”《礼记·玉藻》记：“祛尺二寸。
”郑玄注：“祛，袂口也。
”清儒江永在《乡党图考》中所作的衣裳图，也将祛与袂分别标注。
这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郑氏和江氏都将祛与袂相互区别，较前混为一义又进了一步，但他们将祛理解为袖口则未必尽
然，清儒王先谦注《释名》也指出了这一点：“《诗·裘》释文：‘祛，袂末也。
’《遵大路》疏，《玉藻》疏同；《丧服记》注：‘祛，袖口也。
’案：袂末之训较袖口为妥，末兼肘下言之，不专指袖口也。
”袂末也正是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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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楚器名物研究》共分八章分别是：服饰篇、佩饰篇、饮食篇、车马篇、出行篇、建筑篇、礼俗篇、
楚器考论篇等内容。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集中了东周文化的大半精华。
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古区域文明的奇葩。
与并世共存的先进文化相比，楚文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当楚文化迹象初露之时，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不显，影响不大，几
乎无足称道。
到了西周晚期，它才脱颖而出，令北方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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