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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 ，起伏跌若 s 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 ， 灿烂辉煌。它坦诚{f(天 .虚怀若在 .

在漫长 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幸献四百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 。 宅和以直 ，健以稳 .

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 ， 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 民族的文化 ，却论束西，不分大小，都有 t 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 己的载体和灵性 ， 当然也就都有

它自 己的长处和短处 ，稚气和老练。准于此 ，任何一个民族

的主化，都有 t存在和$i:展 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又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椎动自身发展 5 都应该发 扬 自身文化的 一切优

点，来保证 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e

现在 ， 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 ， 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展中，准确地找到 自 已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2 中华文化遁志

非本《 中华 文仕通宅>>，便是 我们为 此而 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扫均奉献 。

《 中 华文化通志 》全书共十典王 志 。

唐人杜佑著《通典礼罗列古今经邦致屑 的学 l司 ，分为 八

大丁类，"每 事 以类相 Jf人 ，举其始终飞主、求 做到 "语备而理

尺，例明 而事 中 ，举而措之，如指诸掌"， <通典 》的这一编事

方 法， 为我们所借用。 4 中华文 1t 通 志 》分为 1 典 z 历代文化

;~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 、制度文化典、教化与非L 仪

典、学术典 、升 学技;t:典 、 艺文捷 、 宗教与 民俗典、中件文化

交流典。每"费"十"志 " 。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 ， 按时序排列。

地域文化再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 ，按

黄河流域 、长 证法坟、珠江流线排列 。民族文化典十志，基丰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 e 中 外文化交流典十志 ，按中 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支往分区排列 。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列 。

束人郑樵《通 志 ·总序 B有曰"古者记事之史 ， 谓之

志 a 问志者.宪章之所 草 。"指的是，史书的编事关 系到 发掘

历史鉴戒之珩在，所以 ，编辜者不能徒以词呆为主、考据 为

学，而应在驰挎于遗丈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 求其" J注意

所归"承通史家凤.而 "自为经纬 ，成一家言" ~ (章 学诚《 文

史通义 · 中郑 ))

本书以蝇、志命名，正是最续这样的钵例和精神 。 唯丰

书 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谛事，其编撰特 色. 可

以概括为 "类 "与"通"二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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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者立类 E 全书十费.各为 中华文化一大 门类 s 每舆

十志.各为大 l丁类下的 -+方 面 ，每志中 约 "编 .，，，章 "也斗 "

" 目 "亦或各威茸类 .如此依事立类 ， 层 层分底 ， 既以 求其纲

目 分明 ，论述精细 ， 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 以行 ， 但著者 、 读

者都位于浩瀚约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 ， 主在悠游 c

h毒"者贯通 。 书 中所述文化各端 ，于以类相从时.复 举

其始终，事其埠流 ， 明其因草 ，论其古今 。 盖一事之立 ，无不

由 几且显 ， 自微 王著，就是说 ，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 一制 度 一观念的演变轨迹 ， 也就多少掌握到 了

E 的 在本质 ，摸索到 了 它的未来趋势 。

"通"者汇通。文化遣事，无论其为物质形主 的.制度JIi

寿的，还是观念形恋的，都非矶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块定观

念的 ，观 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 ; 而介 于二者之间的制度 . 田

受 制 于物质与观念，却 又平时反戈一击.君临天 下 ，使司如l 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i者次形态之间 ， 也互相浮透，左右连

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 的色移 。中 华文化是境

内 古今各 民族 文化吏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 种的文

化. 也在其 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 .于

贯通的同时 ，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 汇的事实 . 爬梳剔理 ，还

它一个庐 lli 真面 目四此之谓"汇迪"。

"通"者 合理 。 "会"字.原且为器皿的盖于，引 申为密 合，

现在所说的"体会 "、 "领会"、"全心"、"心领神会"等 ， 皆由此

得义 .<<中韭 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 文化的领

悟 . 与 中华民族 ，~~ 灵相体认 ， 当中华文化精神相要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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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通忘

远就是4 中华文化通:tf)假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那非

耶 . 如我罪在 . 1J$候于海内件大方之家 .

4 中华文化通;t l 由萧克将军创意子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泛范 囤内进行了论证 . 1 992 年组成编事委 员

告.十典 王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告王任委员 .王持

这一王大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1 月和 1 994 年 2 月 ， 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 、广东花都市 ，研究全书幸 旨 . 商定典在体

例 . 切磋学幸心得 .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 .编委会更多止

，甘全书 的内容 与 形式 、质量与 速度、整体 与 部分 、分工与协

作等问题 ，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佳作者进行丁创造性构理

和奋斗式劳作. 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 了 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 . 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

工作.土海人 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 ， 并盘织 了高水

在高效幸 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 .使百巷 ;$:(中 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 。 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 员 带着兴奋而又惶恐 的心情 ，希 望 t 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埠些光彩 . 更期待着读者对t 的不当和 平 足

之处给于指正 .

E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志根据 人类 文化 学 ‘服饰史学及考古学的研究战果，以丰富翔

实 的资料 ，全方 住地介绍 了 中国 ，队原始社会至现代有关 血饰制度、且

装革式 、服装面料 、服饰纹样 、 昔饰配饰 的历史发展 2\文化内 涵 .

中 国!II<饰 文化，源远流长 . 考古发掘 出 土的大量 资料证明，中国

旦在新石器 时代中期已有 丰富多茸 的服饰丈 ft ， 商周时期.形成 了以

天于呈月且为 中心的章nl制度 5 春秋战 田 .tli 现了 中国服饰 文化第 一次

变革 1ft湖. 服饰用料 、咀装 结构 、服装 理 事现念等均有发且变 !t ;秦王

朝 的坚甲利兵和汉帝国的 官 IIR 制 度，展示 了这一时期服饰文 化 的对

代特色 g 南北朝且隋唐五代时期，北方潜牧 民蓝、西域异质服饰 文化

与 汉民族服饰文化 的主融 ，使中 华血饰文化更加坤面事嘻 ; 1草走时

期 ， 汉族 紧擅女装 、 宽松懦衫旦掌古草帽冠袄艳，各显示出，才代和民

族服饰的风采 ; 明清时期，在传承唐宋服饰 的基础上， 中 华服饰的 艺

术设计、工艺制作走展到 前所未有的水平辛主以降 .在现代化、平 民

化的服饰潮撞 中 ，中山 月臣和旗艳成为 时 代!R饰的王晴，

咀饰丈化 ，是人类 文化宝库 中 颗难堪明珠 .本 志运用大量历代

舆辛苦 史料、考古研究 成果及服饰文物西片 .通过对各个/军 史 时期咀饰

灾 ft 发 展、演变、交 融、传承的记述.全面、单现地展现了中华服饰文

化直展的历史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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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饰志

桂i河.找出演变的事观规律 . 对于'l/，t画中国优秃的服饰文化传统 . '!l.

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饰文化，具有+分重要的意义.

百万人类学家认且'1 •人类大约在 40 万年以前知道利用兽皮来抵

御冬天的事咛 . i1J距今 10 万年至 5 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人类已

经能够缝制毛皮.在距今 4 万年至 1 万年的克罗马在人时期.应在已

进入发达阶段. 这 滇逝的历史过程大体和中国服怖的起源演进过

徨相近. 中国旧有带时代中期.北京人已经具备利用兽皮保暖的能

力.至更新世盹期智λ阶段辽宁肯口盘牛llJ人已能制造磨尖了的骨

锥在兽皮上锚孔.以皮矗皮筋穿过兽皮的孔眼制成原始的兽皮衣服，

盘牛山人还用钻孔的骨扳制作佩饰品，以美化生活.当历史进入旧石

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发展到现代人阶段，中国人就己制造出骨针来撞

制皮衣和串联原始装饰品在辽宁海属小孤山距今 4.5 万年的遗址

就出土了几枚相当精歇的骨针和穿孔的兽牙蚌骨哥. 河北阳原虎头

粱出土的穿孔贝壳钻孔石臻、驼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llI<.是生活

在这 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原始佩饰品 .有些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

当光滑，说明曾任期佩戴过. 北京房山山顶洞人遗址距今 2. 5 且年 .

这里发现了穿孔的兽牙 1 25 枝 . 有 5 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

的 .显然是原来的串怖 1还有 7 颗散布在生骨附近的小石珠的穿孔曾

用赤铁矿研膺的红色粉末涂呆过. 虽然这里出土的骨针比辽宁海城

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骨针粗糙一些 .但母古学家在现这里埋葬

的P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的红包粉草，表明当时曾事行某种葬礼.1À用

红色粉末班撒尸体周围等现~分析，可如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的班

期，即已有与原始巫术观念相融合的原始服陆文化. 至新石器时期

丝.麻 、葛毛等手工纺织和给绣工艺的出现在冠鞋就己与王百首怖

佩饰、发型配套. 在辛店文化的装饰陶器中，还出现丁以龙纹为装饰

主题的服饰的陶塑人嚣，把中国龙袍的历史推前到距今 5000 多年.

这些都是古代冉籍所从未提到的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 .从发明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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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显然是原来的串怖 1还有 7 颗散布在生骨附近的小石珠的穿孔曾

用赤铁矿研膺的红色粉末涂呆过. 虽然这里出土的骨针比辽宁海城

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骨针粗糙一些 .但母古学家在现这里埋葬

的P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的红包粉草，表明当时曾事行某种葬礼.1À用

红色粉末班撒尸体周围等现~分析，可如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的班

期，即已有与原始巫术观念相融合的原始服陆文化. 至新石器时期

丝.麻 、葛毛等手工纺织和给绣工艺的出现在冠鞋就己与王百首怖

佩饰、发型配套. 在辛店文化的装饰陶器中，还出现丁以龙纹为装饰

主题的服饰的陶塑人嚣，把中国龙袍的历史推前到距今 5000 多年.

这些都是古代冉籍所从未提到的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 .从发明手工



导 言 3 

纺织品制作成套的服装起算，上下 70叫 年，史料记载的丰富与完整，

世所罕见.然而在新中国建tZ之前，对中国服饰文化这一领域的学术

研究一直举足不前.这是由于服饰文化不能单叫史书为研究的依据，

而必须广泛研究考古发掘的实物，并与历代遗存的璋塑 .绘画等形象

资料相佐证，才能窥见古代服饰文化的真实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圈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营遍展开.

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福建

幅ffl ，t郊浮世山南宋黄异墓，江苏金坛南来周璃墓，山东邹县元代李

艳庵墓，北京定陵明万历皇帝且孝端、丰靖皇后墓，以及新疆民丰北

大沙漠、吐鲁番阿斯塔那、楼雪等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都先后出土

r保存完整、品类众$、纹彩鲜丽的服装、丝绸、刺绣实物 s陕西1陆渔

事始皇陵事俑坑、陕西乾县唐永奉公主墓、西安唐鸳德太于李贤基等

→批古代王族墓葬的壁画、雕塑和敦煌莫高窟等古代佛教洞窟的壁

画供#人像等，展示了当时人着装形象的风景，使我们能通过这些考

古发掘资料.结合文字史料了'呼古人在着生活的文化内涵，为深入开

展中华服饰文化的科学研究提供丁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中曳人民政府对中国服饰主化的科学研究极为重

视 .195 4 年周恩来且理就提出建立中圈丝绸博物馆和中国服装博物

馆的设想. 现中国丝绸博物馆已在杭州建成。 1 983 年在制订中国服

辑设计研究中心方案时，服饰博物馆就纳入了规划，馆址设在北京大

北窑服装大楼南 .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嘱托沈从文编撰e中国古代H~

柿研究》学术巨著.沈从立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用了卡余年的时间

写成这部力作 E沈』人立以广博的学闯和坚强的毅力，将浩瀚的文史材

料显历代绘画雕塑作品和考古发现的再关服饰资料进行圭面的排比

鉴定，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开拓了中国服

饰文化史研究的正确道路.八十年代有 大批反艘中国考古王作重

大收获相立物科研重大成果的大型图艳陆续出版.如"中国梅掏馆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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