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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俗是历代梧沿积久、纯定俗成的风

尚、礼仪、习惯的总和，也是人类在衣食住

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庆、文化娱

乐、宗教信伸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菇。

在中国社会风俗中，层累地堆积着中华民

族的高度智慧、高超技艺和高商品德，也传承

着几千年的封建糟柏和陈规题俗。风俗决不仅

仅是裸露在社会生活表层的现象，它沟通着历

史与现实、物盾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承接着

雅文化层次规范化的教导，将其落实到世俗社

会。在中昌社会风俗中无不流动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全部精神和中I!II!I情的模的呼唤。岁月的

推移不断增加了风俗的约束力和权威性，使它

成为一种强国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巍范着人

们成为它活着的载体。因此，中 E社会风俗更

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前深封内涵。通过社会风

俗来担握一个民族的文化，来得更直观，更准

确。

本书立足于世纪之交的时代进程和学术研

究成果，着重对具有普遍性的传统风俗进行系

统分绍。在叙述中，将传统风俗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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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化与锋文化紧密接轨。对所涉及的吴倍事

象、物象，由风俗转生出的典故、成语、谚

语，均考述漂流锺变和~络传承。对传统风俗

在现代人心理深层和行为习惯中的存在影式，

及产生的正反南方面的影响，均结合中 E传统

文化的基本特征，以透视、品评、辨析等形

式，联系古今，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但速读者黯友通过挡作，丰富知识，启迪

思维，更新规念，接受民族精华的洗礼，冲踱

世搭偏见的误 g ，更加理智地观察社会，体味

人生，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以崭新的精神风

握军对 21 世纪的现代化社会生活。这是本书

的宗旨，也是本人的奢望。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参摆了大量国由外学

者的论著，恕不一一注明。本人水平有珉，不

皇之处，敬请读者朋友和方家教正。

作者 a 

1999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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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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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俗

服饰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和人类智慧的创造。

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内容 、 社会制度 、 风俗习惯、审美

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外在反映。 主要包括服装、佩饰、

化妆以及缠足等习俗，也包括与服饰有关的礼仪、等

级、审美、习惯等种种风俗观念。

第一节 人类服饰挨峰

服饰有自身古老的传承，民俗学理论中有关服饰

起源的解释有实用、遮羞、美观三种说法。 在中国古

代的文献中，这三种说法都有记载。

《墨子·辞过》 载"古之民未知为衣服"后来圣

人定衣服之法是为了"适身体、和肌肤"强调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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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寒防晒的实用功能。

《白虎通 ·衣裳》载"衣者隐也，裳(读 cháng) 者障也，

所以隐形自障闭也。"强调了服饰遮蔽体肤的伦理功能。

《韩诗外传》 载"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强调了衣

服的审美功能。

进入阶级社会后，服饰又增加了区别等级、显示礼仪、表

彰功德等功能。

《尚书 ·尧典》 载"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

《后汉书 ·舆服志》 载"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彰德，

尊仁尚贤 。 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 非其人不

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

另外，服饰还是各种行业 、 宗教、集团等不同人们的类别

标志。 在现代社会里，这些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如果从

服饰起源的角度上考察，究竟原始人一开始穿衣服是出于什么

目的?目前中外的民俗学家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庄子·盗阳~ ~商君书 · 画策》 都记载，传说中的神农之

世，已经"耕而食，织而衣"了 。

《易 ·系辞》 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据说，黄帝的臣

子胡曹、伯余是最初制做衣服的人。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 18000 年的山顶洞人遗物中，有一根

长 8.2 厘米的骨针，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缝纫工具。 远古的人

类开始用它来缝制兽皮，开中华民族服饰之先河。

第二节 中国的传统服饰

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商周时代，华夏族的服饰基本定型。 这

就是:束发为害、冠冕卉愤、上衣下裳、束带系帘。 这种传统

的服饰结构，后代虽有变化，但一直延续到明朝。



• 服饰凤，俗

一、头衣:冠、井、冕、巾

头衣又称元服。 元的本义是头。 晋文公死，狄人伐晋，先

鞍免胃冲人狄师战死"狄人归其元，面如生①飞贵族举行冠

礼也叫"加元服"。

古代贵族戴冠、井、冕，庶人戴巾 。

(一)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

进贤冠、懈若冠、武冠、暑发、总角

冠是贵族的一般头衣。 戴冠前把头发

束在一起，在头顶上盘成害，用细包住。

1丽是一匹黑色的吊，又作维。 然后将冠套

在警上。 冠梁在上，从前至后复在头上，

再用算左右横穿过冠圈和发害。 冠圈两旁

各有丝绳，称作冠缕，引到顿下打结。 打
通天冠

结后余下的部分垂在顿下，称作绩，也写作"菜"。 有的用一

远游冠

下几种:

根丝绳兜住领下，两头系在冠圈上，称作

纹。

冠的主要功能不是实用，而是礼仪。

戴冠后并不把头发全部遮住，周朝的冠梁

很窄，秦汉以后增宽 ， 但也不能罩住全部

头发。 所以， <淮南子 · 人间训11}讲，冠

"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 "

先秦时，冠的形制大体一致。 秦以后，

形状、名目增多，形制增大。 常见的有以

① 《左传 ·倦公 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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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贤冠

天子戴通天冠，诸侯戴远游冠(见

图)。二者的区别是后者没有前面的山述和

许多装饰。 官僚大臣戴高山冠，无山述而

直挺，不向后倾斜。

文臣和儒生学人戴进贤冠(见图) 。 进

贤冠以细为展筒，裹于冠梁，以梁数多少来

区分官爵高下。 公卿列侯三 ￠ 

梁，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二梁 ，

博士以下一梁。

隋唐以后，梁数增多。 明朝一品官用加笼

巾七梁冠。二品官六梁， 三品五梁，四品四

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丸品一

梁。二品以下不加笼巾①。

御史一类的法官戴猫若

冠，又称楚冠、南冠、柱

后，汉以后称法冠。 猫若是

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是非曲

直。 见人争斗，以角触无理

者。 战国楚王曾获之 ， 因以

毡

加笼巾七梁冠

法冠
为冠。 秦灭楚后，赐执法御史，历代均为

法官所戴，取其执法不循私情之意。 其形

制，以铁为柱卷，以 1丽为展筒，不曲挠，上有一角②。

武官戴武冠，亦称鹊冠 ， 大冠。 鹊好斗，至死方休。 传说

战国楚人鹊冠子制鹊冠。 赵武灵王为表彰武士，制行此冠。 形

似头盔，有双鹊尾竖左右 。 《后汉书 · 舆服志 》载"武冠， 一

① 参见 《三才图会 ·群臣冠服》

② 参见 《后汉书 ·舆服志》及注。 宋聂崇义 《三礼图 ·法冠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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