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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服装——绣罗单衣、锦而绵衣、绢面必衣、纱面绵袍、绣绢挎、绢裙等，
一件件展示出来的时候，尽管时隔两千多年，却似乎还能够直接感受到我们祖先强烈的生命脉搏的跳
动！
使我们心情激荡，感奋不已！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确无愧于“文明古国”、“衣冠王国”的称号。
　　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足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外
，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
它的产生和演变，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相
互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茹毛饮血，过着极其简陋的穴居生活，大多赤身裸体，还不仔在什么服
饰。
进入石器时代之后，人们掌握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方法，发明了骨锥和骨针，从而创造了原始的
服装，约五千年前，我国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人们已经逐步趋向于巩固的定居生活，随之
产生了农业，产生了纺织，开始用行陶纺轮把采集来的野麻纤维捻成细线，然后织成麻布，制成服装
。
在这以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冠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
自夏商朝起，中国开始出现冠服制度，到西周时，已基本完善。
从此，帝王后妃、达官贵人以至黎民百姓，衣冠服饰均有严格的区别。
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虽历代有所修改，但以不同服饰体现等级差别的基本制度，却长期沿袭不变
。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国期间，诸子兴起，出现了家争鸣的局面，人们思想活跃，服饰也日新月异。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服饰愈益华丽，形制更加开放，尤其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
的现象。
宋明以后，理学泛滥，强调封建的伦王早纲常，服饰渐趋保守。
清朝末叶，西洋文化东渐，服饰日趋适体、简便。
m此可见.各个时期思想意识的变迁，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衣冠服饰上有所反映。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培育的文化；中国
的服饰，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服饰。
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制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服饰，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
辉。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就注意吸收各兄弟民族服饰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就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各兄弟民族也从汉族的服饰中吸取了大量的精华。
文化交流，相得益彰，使我国的服饰更加丰富多采。
汉武帝时，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凿开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成批中国的丝绸，伴随着优秀的中
国文化传遍西域各地。
在我国新疆民丰的古墓葬里，曾发掘出一件完整的汉代锦袍。
锦袍的款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服式，但它的质料和纹样，却有明显的汉族特点，并织有汉族的文字
，它为中原和西域的民族交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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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代服饰，是一定时期物质生产和思想文化的综合反映。
衣冠服饰的演变，同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交往等，
都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服装史是一个国家历史特别是史化史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曾关心中国服装史的研究和编写。
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谈话中，周总理谈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以体现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
一般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的材料。
他提出：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有系统地编些这类图书？
　　诚然，被誉为"衣冠王国"的我们伟大祖国，服饰的发展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装款式。
出土的文物，史籍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物、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江陵楚墓、长沙汉墓等的发掘，更展现了许多令
人叹为观止的服饰实物。
这是艺术的宝藏，是绝好的史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理应加以研究、整理，编辑、出版，以奉献于人民，奉献于世界。
　　有鉴于此，我们在作者多年辛勤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这本《中国历代服饰》。
它是中国服装史的学术专著，又是富有实用参考价值的图册，同时也是一一份生动优美的爱国丰义教
材。
中国服装史至今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沃土，我们只是尽自己的微力，作了一锹一锄的上作。
更大的丰收，尚有待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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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远古时期，人类穴居深山密林，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在当时，人们仅以树叶草-葛遮身，后来逐渐知道“搴木茹皮以御风霜，绚发冒首以去灵雨”，才开始
用兽皮裹身。
《礼记.王制》称：东方日”夷”，被发文身；南方日“蛮”，雕题交趾，西方日“戎”，被发衣皮；
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
可见当时人们用以蔽体的，只不过羽皮而已。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山西朔县峙峪人和河北阳原虎头梁人等遗穴里，曾发
掘出用各种兽骨制成的骨针，说明早在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缝纫的原理，并能从事简单
的缝纫。
从骨针的尺寸、针眼的大小及其他出土文物来看，这个时期的衣服材料，还没有超出兽皮的范围。
人们将猎取到的赤鹿、斑鹿、野牛、羚羊、狐狸、獾、兔等野兽皮毛剥下，然后根据需要拼合缝制成
各种衣服，以防御寒流的侵袭。
在周口店的山顶洞穴里，还发现有穿孔的砾石、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等装饰品，还有用赤铁矿
染红的石珠，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有爱美的观念，并能利用一切天然条件装扮自己。
缝制衣服的发端——仰韶文化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我国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达到了繁荣
阶段。
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山东东部，南达汉水中上游，出现了仰韶文化。
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陕西庙底沟、西安半坡等地，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遗址。
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继而出现了原始的纺织。
最早的织物材料是野麻纤维，经过石、陶纺轮的搓捻变成麻线，然后再织成麻布。
这个时期织出的麻布，布幅很窄，纱与纱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疏朗，在西安半坡和华县泉护村出土的陶
器底部，还保留着这个时期的麻布印纹，每平方厘米约有经纬线各十根左右，可见人们的纺织技能已
经基本具备，并且发明了织机。
用麻布缝制衣服，表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到了四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渐渐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这一时期的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的麻布织品，每平方厘米的经
纬密度各二十四根，有的是经三十一根，纬二十根，每根麻线的直径不及半毫米，可见这时的纺织技
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饲养家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我国人民一直独擅这种技术
。
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实物，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到了殷商时代，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技术，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织造出许多精
美瑰丽的丝绸，为我国以后几千年丝织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商代的甲骨文里，不仅明确地刻下了“桑”、“蚕”、“丝”、“帛”等字，而且还辟出从“桑”
、从“糸”等与蚕丝有关的文字一百多个，可见纺织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丝绸实物，在安阳殷墟等古墓出土的铜器上还有一些残存，可与文字记录印证。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了。
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质的变化，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
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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