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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这是中国古代生活史丛书最初的主

意及最终的目标。 本系列丛书采取文化生活史的视角及讲述方

式，向读者介绍现实生活中熟悉之事的历史演变历程.如美

食、茶艺、服饰、娱乐等。 在致力于用严谨不失趣味的语言向

大众还原中国古代历朝各代的生活细节的同时.还能令人对中

国历史形成立体、感性的认识，于现实生活中一窥古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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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

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i 同时，这些成果

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

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

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

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了解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

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铅金曾这样说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

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

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a: 

然而这位"皇后n 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

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

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

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

不乏茫然之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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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远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

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 , 

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

男女恋情婚腊、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 <<仪

礼>> ，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娟、人际交往、穿着时尚、

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挥纳范，可谓

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

了全国 20 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11自淄地区，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

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

区， 6' 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

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 1

民情为何"镖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

其民揭以不均FPO 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

环境和生产状况是"直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摄下的社

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之

间的联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

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伴随着 20 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

而出现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n 。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

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

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

维尔(J acques Revel , 1942一 )在《法国史》一书中指出:重要的社会

" J 



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 "法国历史

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

式的历史n 。史学家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1902一1985) 在其 <<1 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

活的结构>> )叙述了 15一18 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

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

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 (Michel时) 1798-1874) 在

《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 ，

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

素对人的影响 j 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

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

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

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刀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

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禁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

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

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刀，对

于"一社会、 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

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 "货币

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n 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也

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会

L 俨，.\1 ; ' ~ '(.;;占~ . 】吧. 1.'-; t 1..: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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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 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

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

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 u皇后"

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

里的一株奇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

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

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n 看历史，这是一种

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

文物制度的美轮美矢，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

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

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其中 1986 年 10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 《历史研究》 杂志社和天津人民

出版社联合发起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刀，是

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

路上边出的关键一步。 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

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 社会生活史的

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

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01 年推出的多卷

本 《中国风俗通史》 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票的 《食

道·官道·医道>> (1989) ，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 《中国饮食文化辞典》

(1994) ，林永匡、王蕉的 《中国节令史>> (1995) ，龚书锋主编的 《中

国社会通史>> (共 8 卷， 1996) ，庄华峰的 《中国婚姻史>> (1996) , 



徐吉军的 《中国丧葬史>> (1998) ，彭卫的 《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1 998) , 

郝春文的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1998) ，郭振华的

《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 (1998) ，孙立群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2003) ，常建华的 《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 (2006) ，包铭新的 《西

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 (2007) ，萧默的 《古代建

筑营造之道>> (2008) ，王景琳的 《中国古代寺院生活>> (2009) ，庄

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 (2009) ，张伯山、张维夏的 《正在消失的

中国古文明:古民俗>> (2012) ，郭东旭等的 《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

(2012) ，陈瑛的 《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 (2012) ，沈浊的 《古代生活:

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 (2013) ，阎爱民的 《中国古代的家教)> (2013) , 

庄华峰的 《中国社会生活史>> (2 版， 2014) 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

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

单薄的 。 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

面向社会。 "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

"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

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i "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

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

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

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n 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n 探究，

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 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

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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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

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

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

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

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

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

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 ，治史者要有人文

情怀，要着力打拐'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

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刀，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

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

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占代衣、

食、佳、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

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吧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占代社会生活

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

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

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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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 · 唐寅《陶谷弱兰团》
本圈I茵辜的是明朝文人

糙士仅要娱乐的场晕目
圈中的主人、乐姬与f号
支身穿不同样式的服
制，以显示各自的阶层、

窍份和l由f!L o



4 明 4 横在~ (自~J'(;启镰E
Al3 ft的服饰真离群明的等级色彩，
徐先后跻身子士大夫阶层所穿官

服作为民业奈的一柿，不吃是由抖
还是设计吁都但当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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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服饰的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周代开始.

衣冠服饰就被规范到严格的礼制中了，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媒介。不同阶层、

不同群体或是不同职业的人们都有专门的服饰规范，彼此之间不能懵越。早在公

元前 636 年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悲催的故事·郑国一个叫威的人逃到宋国，喜欢戴

用鹊u毛做的帽子 . 这种材质和样式在当时看来很古怪。郑伯听说之后.受不了，

也许是觉得戒在外丢了郑人的脸吧，就找到个机会把他骗出来杀掉了。所以，知

道这件事的古人就感叹"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意思就是说，穿了不该穿的衣服.

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是灾难。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册。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朝代更迭，用新的朝代名，取新的年号.改易新的服饰

都是开国之君的首要大事。 1271 年蒙古人建立元朝 s 在近 90 年的统治里带来了

大量的"胡服、胡语"。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元代

r- ~ ."J ~ ~ f- ....It 



是汉族文化的一个断层，在服饰制度上造成了汉唐风格的毁灭。明太祖朱元璋在

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之后，借恢复汉唐宋制，弘扬汉族为主体的正统统

治来确立自身称帝的合法性，陆续颁布了一套服饰制度，形成了明初完备而严苛

的服制。古人云:人无常心，习以成性 i 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明代服饰包含了

伦理与等级的因素.是传统的一面;也有较多的创造，出现了新款式、新设计，

是"新"的体现。这种"新"还表现在进口布料和服饰的流行上。明中期以降: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镇的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分工得以出现，服饰诡制迭出，这又

是奇的一面，而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时段、各地区也呈现明显的差异。

同时，蒙古服饰的因素并没有完全被剔除，在民间依然有影响。总体来讲.明朝

服饰创制的初衷是追求"敦朴之风"和"等级有序"是礼与俭的兼容。服制在

面料 、 样式、尺寸、颜色等方面旨在体现等级有差。我们经常说传统的社会是儒

家社会，信奉的是"儒教

服制就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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