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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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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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读者俞绍现实生活中熟悉之事的历史演变历程i 如美

食、接艺‘自民饰、娱乐等。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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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历虞形成立体u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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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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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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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铀金曾这样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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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

的绿 r1月所遮盖 ， 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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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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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女恋情婚娟、 风尚礼俗等等 ， 均有披露 。 《十三经》 中的 《礼记沙< 1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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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繁缉纳范，可谓

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 司马迁在 《史记 - 货喧列传》 中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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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恃刺 ， 故多劫人者" 。 民安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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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民情为何"憬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灭 。

其民揭以不均" 。 而齐地人民"地重 ， 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向 然

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楼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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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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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初社会学的兴也

而出现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 。 他们主张从人们的 |

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迸而分忻社会的fE

f齐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 。 "年鉴学派"的代丧人物雅克制

维尔 (J acques Revel , 1 942一 )在 叫去 |玉11.12 、一 节 Ilq.旨 :|1: 币 ~rl~ H . ~ 

1 (1 I .1 ， 1 1"\、;.， 1:' 飞，1' 111111 ") j f'~ I 111. 1 j '. I ，叫‘1111 ，、、 1 1111' 1'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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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学家布罗代尔 ( Fern and Braudel , 1902-1985 年 ) 在其 <<1 5

至 18 愤纪物质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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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一1 8 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 各地居民

的 H常坦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 ， 表明他对于

社会尘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jche l e t ， 1798-1 874 年 )

在 法兰同史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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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寻不到地理 、 气候 、 食

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

忽视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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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新的方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层撼了法国的史学界 ， 而且

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

在 20 世纪初"问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尘泪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

绍到巾间，并迅速蔚成风气。周禁大版的是梁启超。他在《中罔史叙论》

中激烈地抨击 IR 史"不过记述一二行权力者兴亡隐替之事 ， 虽名为史

实/f、H足情王家 lil?" ，捎山"匹夫匹归"的"问用饮食之活动"， 对

j:" - t|; 会 、 一川代之共同心理、 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 。

为此，他任拟定 rl' I úl 尖 J克制时，专门列入 ( tt衣食住等状况"、 "货币

攸川j 、所千]仪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 门用殖迁转之状况 l 

吧?汗H全尘的|材料，从 I(rj 川二 rl f 1'1 'i王| 杜会 I I~-阴山研究的新局而。

在~ 20 jIr纪的 L 二 ， - 年代， l且同虫 子1: 界的 i件多研究汗 m~涉足 ' 11 I叫社会

1 ,-, ~f' l' 吧?‘， 1 1'1:) 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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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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皇后"

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 ， 终于走出"冷霄"重见天日 ， 成为史苑

里的一株奇施 ， 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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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人的价值日 益受

到了重视 ， 把"自上而下" 看历史变为"向下而上"看历史，这是 一种

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 3 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影绝伦和

文物制度的美轮美矢，而且深深地植恨于社会主仨活之中 。 如果没有什全

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 ， 人类文化将失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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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学术研讨会

其 Lþ 19 86 年 1 0 月， 南开大学历史系 、 《历史研究 古〉 杂志社和|天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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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

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 、 新开端，是社会生前史 (t走向 )julflt:道

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 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附究 1 1 1)帧沟均 |圳

的篇章， 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饵 ， 不月中攸准 。 f' I~ 会 ' 1 :.y,Ç" I~ (I:J 

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消多资深专家半月' 11~ i叭'I~ "人白相j

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 阳， 另有 l iJ 上 Ift 文主;出版社丁 2001 年1'0 .. : 11 的 手运

本 《中同风俗@史》 等 。 此外较为íB- I真的 1'(1 JIJ j- 1冬1 I n' f 怵 ，kll ': 、 1 :. i:':(I' I :J " 1专

道 官边， 1至近 >> ( 1989) ， 川市 r .ì~ 、 JE华 111于 1二编的 11'1.1<1 í'~ I专文- 比，~.( r_ll! 

(1994) ， 林水陀 、 1-: ):~ i'!(J ~~ 1 I' II~I \IJ 令史 、 ( 199)) ， 陀 1 ~ í节 ì :. :~\;llI' I:J ,, 1 l' 

I-lil 丰 1~会 l!J}史 >) (比 8 毡 ， 1 9%) 、 I l (，~ 11i 革 的 咀 ' l 'l lil 剧'r QI叫 I~ \\ ( 1 l)l)川、



f余音军的中国丧葬史充 ( 1998) ， 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1998) , 

郝养文的 问后 mJ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 1 998) ，郭振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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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3) ，常建华的 婿姻内外的古代女性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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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中国古代寺院生活)) (2009) ， 庄

华峰的 ~ 魏抨南北朝社会 ) (2009) ，张伯山、张维夏的 《正在消失的

1:1 J 罔古文明:古民俗 )> (2012) ，郭东旭等的 《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

( 20 12) ，陈现的 中国市代j直德生活史)> (2012) ，沈浊的 《古代生活:

民!可年闽中的脉脉温情 (2013) ，阎爱民的 《中国占代的家教)) (2013) , 

1 1.:华峰 CI~ '1 1 尸同社会尘活史 )) (2 版， 2014) 等普作，这些作品对社会

尘情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找们注意到 ，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 (IJ 与政治史、制度史、 经济史专研究领域扪比，且成果压是相对

1'(l j;Jt n(] " 个巾原因可能是多方 |坷的，但与人们J'1(]1H ~J型念当不无关系。

找们觉件，~予研究j恒、li 坚持"个而向

Ik i I(而(r时ri们rí向[h问tJf札L 二乞二 " 11刷f削U们|户向白问l 大众" !就~V恍V驼tUj丛二 "11眼!旧1~11时|hV附f占111向向臼问j f卡、.行 )1 , 1丘二关?沌主社会下层 IJ的1川甘人土与J 'J扒

.. rIrîlítj/ljr斤"就jLEj丘社会大众的JJ:.:川状态，包J肯~二活~H员、社会心血、

JA的 l('的、 t1i齐 1[: 11斤，写"氏 " 1叮 líJjÜ会"则是如训] y什虫拷贝千n划实关怀

~华研究耍，只l经济丰 1:会;在~iHi虹。飞 )â )J 支付 。 1M ili年米找总感到，、lí 1: (10 

史学研究们 11才有 jJJ 仰、 i tJ: ( "1' II'1j 11'1户， 71:;忻州~}'i l' 1 :0' J也将. í 1 c .Þ.J" 1'1'1 {f学

木的象牙的 'IL 1包n "4'11 英阶j二 11 (I<JfJ&'1盟， J丘行n所 ii76611U学 f'巳性"探究

Jtdli ||4 专业人 1 : 外j" j: 11 以 (I~缺失 。 (I ~;主 1[1， J与J1: 11: 忏在ill行学术 '1叫:慌究的

必~悦， t1乌克探求历史的水 11 ，丛!上学研究的饵'~好) l(l j IJ.探求 )}j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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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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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史者要有人

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 ， 多写一些雅俗共享 、 商亲和力的昔作

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 α接地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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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迸古人的生活 。 丛书内容涵盖芮代庆 、

食 、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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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illl古代社 会主洁

的活力和特色。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 ， 它可才- -r

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 ，既是锦上添花 ， 又可以说是吁中送出 。 它一

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 。 战乐而为之序 。

l 巨 fpl|lF l 

20 1 4 年 2 )-J 1 8 日 r安徽 IJ Ij J ~也 大 '}: '~ll1i 平 市

1 '1 咱也 l 吵\咛l价也.i l，!飞 .,\ \~ 1,", I l' I " ， 1 1 川、}'II.I， 1. ..11 11" :Itll:' ,; 1" I 川.，

小 111> ;，而飞1_λ 1 ， "'i', :I',IJrJ' ‘ '11'lt1 "吐…; 1. I~ ;I~ q :飞 I i * ，~飞

,11::'1_ 11 气，(， 1\ J, i] 1, . . ùn‘". :,' 1 1'1 oil 飞，1 l' "、 f Î' r,'- jq , 11 



看尽纷华成往事 图文一卷有余情
一一 〈风雅颂·宋朝生活图志 〉 序

余惯写小诗短章，绝少为文。 日前蒙梁君志宾不弃，颁此大作相示，

I幅为作序，余诚惶诚恐，↑自难负所托，又俗务缠身，难以静心，故拖延

有时，下笔踌躇。 近日赂闲，细读全文，顿觉书香扑鼻，两宋天光云影 、

风花雪月 、人情物事、市井百态、世相纷华，跃然纸上 ， 读之如梦回宋

代，景化情生，有感于心，因试笔妄言一二，聊报梁君厚爱之谊。

以史为鉴，思接千载，而知兴替。纵观中国封建王朝历史 ，有宋一代，

无论经济 、 文化、科技等，皆足以令人注目 、心生向往。 其辉煌成就，

前所未有，极尽一时繁华 。 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

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 "此言诚然也。北宋时，幅员辽阔，统治者意

在守势，富国而不强兵。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语大臣云 t(多积金，市

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又立誓码!定制"不得杀士大夫及

上书言事人"，故宋代历来以富国重文而治 ， 士人得到厚视倚重。其时

农业 、 商业、制造业、手 一[业、开采业诸类经济发展兴盛勃发。诗词 、

;剧!武、杂技 、 戍曲、民乐、小说、 绘画、书法 、 建筑等艺术发展高度繁

荣 ， 文人墨客 ，名士风流，风骚冠于宋代者众矣 。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火药、捐 l有针、活字印刷三端倪诞于宋代，彪炳史圳 ， 可知宋代科技之

发达也。当斯时，朱主既无杂之而气，又乏隋唐之豪气，是以臣民优养

门久，积弱弊尘，在中I~)才宽松之生研环境巾，上至王公贵冉 、 士大夫

|ζ至市 ;-I: /J 、民，行I~安于|不jj81技湿， 寻求红尘乐趣，过惯油n四臼在，而无

忧J~~之似的生活。 岂料繁华梦阳) ~t宋终在一派仓皇的景象和 l唏 |嘘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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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 两宋之交 ， 战祸绵延 ， 君臣南渡 ， 江山飘摇 。 南宋小朝廷奔j韭 ì [ 

南，偏安一隅， 勉延宋样 ， 百五年|司 ， 时势多幻，繁华虽不及~F梁，但

江南鱼米富庶之地，仍称得上小DR升平 ， 难怪乎怵JI-要大发"暖风熏得

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汗川' 1 " 之慨 !

读梁君大作， 梦回宋朝， 悠 1~f其中 ， 景象在眼， 能不快哉 。 是节熔史 il{ 、

诗笔 、 文心于一炉 ， 经作者轻松 、 戏谑 、 考辨 、 妙角平之语，月IJ 出心裁 、

娓娓道来 ， 直欲再现历史壮阔图景 ， 引人入!性 。 又以不同角度 ， 立体思

维，将两宋历史片段有机组织 ， 深入剖析 ， U小比大 ， 图文月二 j究 ，使读

者诸君能更清晰简扼地了解历史 、 1[温历史 ， 感受宋人之真实生活 ε 自H

老蕃行踪一节 ， 开封城繁华景象涌现笔端， 叫 人在]种限j芮目之美食向前

垂诞欲滴 ， 流连忘返 。 又夏虫言冰、 花样年华诸节，肯人制冰之智 、 男

警花之俗 ，也叫人啧啧称奇矣 。

梁君此作， 虽分五章 ， 实包罗万象 ， 宋人之生活 、 习的 、 景象 、 RI.

~=皆有可观 ， 宋代之经济 、 文化 、 科技已可窥全貌。 法国学苗 ì~niJ丽H 云 :

宋代是中同的文艺复兴。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 宋代既显特别义毛为 ïf( 安 ‘

虽表象繁华 ， 生活优游 ， 然又予人以积弱多弊 、 外向频{JJ之!惑 。 }兰悍 的 l

此，生于宋代之臣民，想必应感骄傲和 向'去 。 _lJJ<;t'íIJ ， 11 1 华 I~ 1、挝千 q三 、

若让余穿越历史 ， tE温古人生活 ， 梢 ，选何制问 代， ~必芹 1 -1 .. 宋代"

盛世重文 ， 文人之幸 ， 余虽不才 ， lt可算、|二 个文人 ， 战 r宋代穴 l. IIIJ i ì-: 

也 。 读此宋人生前图志 ， 1M}宋纷华利11中， 业11 妙 的|州 ， 邵阳II~ l' 、 仪 1 ').小

文作引 ， L区与读者请扣， llhl卖斯文 ， TE jJail]it 、 Ili i- ;<'j 1'1 人， 1"111来宋 I:IJ~ .' 

是为 )f 。

可，~~导干陈立Mi: il!j 二 31 i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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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似曾相识的气味，才能完全唤醒过去的记忆。

一一弗拉基米尔 ·纳巴科夫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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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老苦行信 <交>

2 

老蕃行踪一一孟元老和他的开揭城

正当 荤毅之下 ，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 垂髦 之童 2 但习鼓舞i
班白之老，不识干戈 。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 3 雪 际花时，

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 举目则青楼画阁 2 绣户珠帘 。 用在 车竞驻

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全翠耀 目 ，罗纣飘香 。 新声巧 笑于
柳陌花衔，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一一一幽兰居士 《 东京梦华录

，雨来·马远 《 倚 f'11阁倒 )) 飞 k
i伊函;了价-飞-，咱-

玄τ 与岛 --.月，如二. 币叶干

υR i - l儿」宫杏矗 3沁~- -工 . r，气l ~司马1付"1"_1μ山一 " 

雀、手 I S

?飞

j卡水流{ I三

《东京梦华录 )> 1ft吁 i啦!兰同七 ， '<1 f:J~Jι 兀 苦。宋 {挝:王 :;2' j z;;1J ( l l l11 ;l 

百:元老 |也父迁m东京川~J:~- 川':f ，由}，sMr呵 。 他在 川:jhl eikilt ilJ20 ;it ;| : 。 fiE K ，|仁 'i~ I门 、

d，~ ;êï岳 阳憾 ， 常忆尔京之繁华， .l.主 片;也 东 J;(ip fF 、片飞。

JEi 《 东京纱巾录: )) ì L.!.此，忏 juj lif 个 也有 j在 μ 1\~î l'l (JMl l j ‘ 忏 i r l'飞仲的人阳; t; 

J主 l.]t~l~ 1 ij)~ fI~ 1 U~U ， 己 的 N ì怪 。 在纠尖J:I才' I~J 人 .. 怦 l L ;4· ll? " ‘ 1门 . 乞 t 1i ， 4)i



<交> 老11行踪 〈交〉

育规恪" 。 做这三种营生的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但他们做起事来毫不马虎。其

余各行都有款式各异的"职业装'\ "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比如，香料铺里的哀香人，标准的行头是"顶帽批背n ; 当铺里的伙计们 ， 着

一身"皂移角带"，而他们是不放帽子的。开封车马盈市，士庶杂行，但凭观

察每个人的着装，就可知I虎他们以何为业。

偌大个开封j成不是没有地痞流氓，但他们要是欺凌那些初来此境 、 不懂规

矩的外乡人，市民定然会挺身而出，帮理不帮亲。市民遇见有人在分管片区治

安的"军铺"里争执时，也会上前恃难 ffl4纷。邻里之间，不论有事无事，每

口部互相串门喝茶 。 去大酒楼买过三两次洒的小饭店，就可从大酒楼借走值抵

三五百两的银器 。 庶黎之家 、 秦楼楚馆的人来店打酒，店主均以银器供送 ，亦

不收他们押金 。 有的人连夜饮酒，店家次日才去取回银器，酒器如期而归不是

~ 南宋·陈元.H.~草广记))中的开到外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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