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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在生产实践和
社会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制度、服饰形制、服饰风俗和
服饰艺术。
     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中华历代服饰是华夏文化领域中发展形成的民族瑰宝，是我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
的魅力称誉世界。
     中华历代服饰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涵盖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内蕴，承载着极
为丰富的中华民族自身发展及其与众多民族往来交流、相互融合的文化信息。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服饰以及与服饰相关的女子饰物、妆容等进行了介绍，并配以大量精美
的历史图片，力求让读者浏览到历代服饰的吉光片羽。
相信本书将会赢得热爱服饰文化的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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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汉代以来，抹额还被军将武士及卤簿仪卫用作额饰，因有军容抹额之称。
武士仪卫以布抹额，并非为了装饰，而是用作部队的标识，不同颜色的抹额，可区分不同的部队。
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发掘出数百尊西汉时期的陶俑及数百具俑头，它们全部戴棕
红色纱质武弁，每人的额部都横扎着一条用朱砂染就的宽阔丝帛。
唐代承继了这种做法，武士出征及仪仗出行也在额间系扎布巾，诵常是扎在幞头之外。
今从唐代绘画作品中还能见到系扎“军容抹额”的武士形象。
宋代仍有这种做法，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武士仪卫在用布帛抹额之前，已
先系裹幞头，有的还戴有小帽，与汉魏时单独用布带扎额有所不同。
今从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北宋壁画及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元代壁画上还可以看到不少既裹幞头，又
用抹额的武士形象：幞头俱用黑色，抹额则用红色、黄色、绿色、紫色或蓝色，可视为世俗生活的真
实写照。
    宋代民间男子崇尚系裹头巾，抹额多用于妇女。
宋代妇女的抹额在制作上比先前讲究，通常将五色锦缎裁制成各种特定的形状，并施以彩绣；有的还
装缀珍珠宝石，渐渐向首饰靠拢。
元代贵妇用抹额者不多，只有士庶之家的女子才喜欢作这样装束。
估计在额问系扎着这么一道布帛，可防止鬓发的松散和发髻的垂落，有便于劳作，故受到士庶妇女的
青睐。
    明清时期是抹额的盛行时期，当时的妇女不分尊卑，不论主仆，额间常系有这种饰物。
这个时期的抹额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用布条围勒于额外，还出现了多种样式：有的用彩锦
缝制成菱形，紧扎于额：有的用纱罗裁制成条状，虚掩在眉问：有的则用黑色丝帛贯以珠宝，悬挂在
额头，还有一种抹额，以丝绳编织成网状，上缀珠翠花饰，使用时绕额一周，系结于脑后。
这种抹额被称之为渔婆巾，或者叫渔婆勒巾，其实物还有遗存。
冬季所用的抹额，通常以绒、尉，毛毡等厚实的材料为之；有的用绸缎纳以丝绵，外表施以彩绣；考
究者还装缀珠翠宝玉，两端则各装金属搭扣，用时围勒于额，绾结于后。
抹额的造型也有多种：有的中间宽阔，两端狭窄；有的中间狭窄而两端宽阔，后者在使用时多将两耳
遮盖。
因为这种抹额兼具御寒作用，故被称之为暖额。
富贵之家的女子则崇尚用兽皮制作暖额，常用的兽皮有水獭、狐狸、貂鼠等，貂狐之皮最被看重。
这种毛茸茸的兽皮暖额围勒在额部，宛如兔子蹲伏，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之为卧兔。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妃行乐图》为雍正嫔妃的肖像，共12幅，每幅1人，其中有5人戴着抹额
，5个抹额中有两个属于卧兔。
    P27-28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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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永远的风景：中国民俗文化，准确得让人瞠目！
神奇得令人结舌！
    悠久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
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的服饰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中华衣冠五千年，历朝历代都有华服传世。
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中华历代服饰是华夏文化领域中发展形成的民族瑰宝，是我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
的魅力称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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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服饰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中华衣冠五千年，历朝历代都有华服传世。
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中华历代服饰是华夏文化领域中发展形成的民族瑰宝，是我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
的魅力称誉世界。
    悠久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
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本书为“永远的风景中国民俗文化”之一，展示了我国服饰文化的美丽风采和独特魅力，准确得让
人瞠目，神奇得令人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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