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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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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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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

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 ·铅金曾如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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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位"皇后 " 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坐

科的绿荫所迦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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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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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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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穿见效少 l栩仁绚 ( rJjJ~li:t / , jH， 9' f(.JJ1' ì.'t! i~1 盯 ) . ;lh ,J) 11: fI\JlFi H 19f1 A :f. 1如， ~~ 1014 I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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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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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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仪

礼 )> ，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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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繁综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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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描述了全国二十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 11自淄地区 ， "其俗宽缓阔j主

而足智 。 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 3 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 。

长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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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褐以不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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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桑麻刀耕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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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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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是伴随着 20 世纪初社会学的严

起而出现于西方 。 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 他们主张从

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 ， 追踪-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 、 j于近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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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匠 " 的

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 (Jacques Reve l , 1 942一 ) 在 《 法罔电 、

书中便指出 : 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 、 革命以及~.文革等等历史内 容虽

1 代Jt 古J(h区毡 . )H肯 l( ~n'JlVllYJ f l: IIH口I.I! W昌的代州 itRß )Hl lt Jj_[I.~. 1tt!即 '11 1101(\ 今山川11L部尽司廿 l"" .H . A~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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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nand

Bra叫e l ， 1 902-1985 年)在其 <<1 5 至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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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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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 be l et ， 1 798一1 87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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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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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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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费大旗的是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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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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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l 货币使用、

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 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 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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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以H喜见fF 启.trI <~:冰宰合弗 . .$吃掉) ，哨-1lI1.小吁. f!J;t, 1 994 年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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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史研究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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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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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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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

下而上刀 看历史 ， 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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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等地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

讨会。 其中 1 986 年 1 0 月 ， 南开大学历史系 、 《历史研究》 杂志社相

津人 民出版社联合在天津召开了中国首届 "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合" ‘

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 、 新开端 ， 是社会4活史在走向成熟的

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 从此， 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帧沟绚

丽的篇章 ， 至今方兴未艾 ， 其成果如l雨后春笋 ， 不胜枚举 。 社会'J::活 l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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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梓11~ 从 0.:

朝 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 ， 另有由上海艾 ι出版社于 200 1 :年 i.tl~ 山的

多卷本 《中 国风俗通史》 等。 此外较为主要的单 JJJJ [￥|书有林水 1'': 、 干点

的 《食道 - 官 j草 l至 迢 )> ( 1 989) ， 汪袖毛 、 1.1 f l~ 11 1革才二惰的 、 11 1 11 ;1 'I"~ I专

L化辞典)) ( 1994) ，林水 |吏 、 |二 j士( rlçJ 么 l|l|lEl lY 令 史 、 ( 1 995) 、 是 H

悻土编的 << 111 国社会迎 l尘 '>> (JJ~ 8 诠 3 | 996) ，叫 : -f I~ 111 苍 白<J \\ J: IJ I 们自烟也引



(1996) ，徐吉军的 《中国丧葬史 >> ( 1998) ， 彭卫的 《汉代社会风尚

研究>>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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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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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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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但与政治史 、 制度史 、 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

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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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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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关沌社会下层的人与事i

'而 Inj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 、 社会心1咀 、

风的民情 、 经济生活等等i "丽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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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

的史学研究行 11 .)"有点像得了"白 |牙l 症" ， 常常侃芳向货I也将 自己封闭

在学术的象牙府里 3 抱着 "精英阶层"的傲慢， ill行籽所谓"纯学坷'1尘 n

探究，责难非专业人上对知以的缺失。在这虫，我并非否过进行学术

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保求历史的水真，是~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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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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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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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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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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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 。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是一件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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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兑

是雪中送炭 。 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 。 故乐而为之序 。

l王华 111革 l

2014 年 2 月 18 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1 I! 1(=崎 男吨安徽献县人. ù.U旦大学中回古代ψ|暗才，呐 'l? ñ阶1 .'lJ t'U宵~，.!!!也‘中间d 会呼! 中N寸会才

中囚tz:芥夜，宵H'<中国ll'J仰 jlJ ) (中 l阜lil :f，'i'，，t; ψ 〉可生; RII~鸣f1 岱 IT 哗'曾向，节 V~ iI f>\r''!F~ 阳'I~~
此外，对人~H法亦可'17在λ lí)f 次.缸中院1 ，与 11:内 îl 11 么亨，亨':11' p.I 4\- ~~. H t.l 叶t~lt ，



录目

<纷服饰一一穿在身土的历史<如

剃发易服的血雨腥风 3 

留发复衣冠的抗争 10 

二寸金莲的殇魂与救赎 16 

纷繁复杂男子衣 22 

1青朝特色女儿装 31 

<冷 饮食一一舌尖上的文化<纱

饮食名家及名作

旷古烁今满汉全席

南厅茄木耀中华

美?因佳向良香天 F

清代名人饮食跑事

O
J
O

O
A
U
ι
U

呵
，
白

飞
J

A

斗

r
Q
J
O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交> 建筑 凝固的音乐 <交>

重拾京城旧时-忆 79 

黄罗伞盖干沉睡中的梦

湖山话园景中 仙 93 

敬天祭拜与 神 游 105 

巧夺天工得神 jùil 1 J 2 

<交> 交通-~t阳纵横背通边<纱

肩行之车一一奇乔子 12 

江北推来独轮车 127 

十里洋场黄包 屯 130 

"洋马儿"入中国 135 

大众的情人一一电车 142 

汽牢开辟高速时代 ] 49 

近代铁路的灰色 i己忆 153 

<交> 1;i 1rp kíl越 U'J空 n{J 执行<交>

东厅的极乐 tLt W J (1 1 

土生 l~: K (Iq 附斗中 东 |主| 1(15 

马 背上 的萨满 J70 

Jk 们 I 不灭的 灵 咄 17(1 

天 ' I~ )T!I却忏们 ，从 J l'i J 

天 J也幻 象 filJ j' I 然 JKCJ 



<交>节日二-时空以外的时空<交>

正月中旬动帝京 193 

玉棕袭香千阴竞 202 

年今日月分 明 208 

冬至阳生春又来 216 

:爆竹声 中 一 岁 除 221 

<交> 创L一一从生到死的轮回 <交>

诞儿育女 ，愉悦欢喜 229 

福如东海，寿比南 山 239 

姻缘线牵 ， 欢喜悲苦 248 

尽礼尽 i戚，事死如牛 257 

参考文献 263 

副己 265 





2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华夏刀之称，华夏- j司的本义源自"中国有礼仪之人 、

故称夏;有章服之卖 3 谓之华" 。 "华"是指华美的服饰，"夏"贝IJ指丰富的礼仪。

可见 3 服饰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 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清朝是汉唐后中国服饰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 变化最多，也最为复杂，

既保留了汉族服饰中的某些特征，又不失满族的民族特色。清朝男子服饰以满

族习俗为准绳，最具特色的是 "顶戴花刽r 和"黄马性'r]1 ，前者是用来分辩品

级的官服，后者是统治者用来赏赐大臣的荣誉证明 。 清朝女子服饰喧是 rE样繁多 、

"达拉翅" "旗袍JJ ((高底鞋"是清朝满族女子的标志性服饰，烛具特色ε

服饰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等级海严的清朝社会，

"昭名分 、 辨等戚"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 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来选择

服饰，但是清朝的规矩实在太多，因服饰问题而获罪甚至丢悔性命的大有人在，

中国其他朝代对服饰的规定则没有如此严厉。

清军入关后，为了压制 、 ?我比汉族人的民族意识 ， 清政府强令汉族男 j二(夜

照满族的习惯改变原有的服装与发式。 在"男从女不从"的现矩之下，汉族女

子的J:l~饰保留了 I:lfJ 朝 ->H谷 。 不过随着时间的唯移，女子服饰满汉交融的 :)商 j2E 也

来 i惶明显，满族女子学习仅服，汉族女子愤仿满装。 由于满族与汉族之 IbJ E1. 阳

影响，所以清代服饰发生了 ~ I~多变化 。 清朝继 71X 、 强化 JF f#豆衣冠之泊的传?7Í: . 

并掺j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特有的服的制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影H向日益加深，外国二J (件对巾 LßI 的 i;另 n向型为 1'( j 辛 .

这在服饰上也有所反映。 |羽此晚清JJ阳市 '~ r见 it1 1芮恨交融 、 {j~ !ltj {t ~:tt [j!J付色 j自

朝灭亡标志着「扫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然而传统服1"flì j下没仔完全 i昔日IJ 人们的 'U占、

清朝服饰的影响依然布在，传统的元素依然焕发斤.q-:存的活力 、 这在女 (Jìlq包

叫 l体现得尤为明显 。



<交>到发易服的血雨飘<交>

剃发易服的血雨腥风

关于清朝弟1J 发易月民法令的缘由，历来就有很多种说法。 据说

清太宗皇太极曾命人翻译汉族的 书籍，当他看到 《全世宗本纪》
里全世宗重中禁止女真人仿效汉人衣冠的命令时， 心里十分佩服。

于是传谕诸王和大臣 3 不许宽衣博带，沾染汉人的风 习 。 清朝入
关之后强迫汉人弟1J 发易服?就是为了防止族人被汉族同化 。

金之俊与 " 卡从 1 -不从"

金之俊是江南吴江(今苏州吴江)人，明朝兵部侍郎。可!末农民军攻陷北

点后，金之俊投降。清兵攻占北京后，金之俊又投降了清朝，仍旧担任兵部侍郎，

后来应当上了大学士 。 金之俊在清朝当官 1 8 年 ， 参与制定了清开国时的许多大

政方针 。 时人给了金之俊这样的评价 (t从明从贼又从惰， 三朝元老大忠臣 。

金之俊降请前，曾让人传 ì1î约摄政王多尔农说((我有十个条件 ， 如果能

全部接受，我就投降，否则宁愿死。 "多尔哀召见金之俊细问之 ， 金之俊便提

11\ ( (t 卡从 1-不从 M 政策，即"男从女不从、 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 、 官从

_,U /j ~从、告从少不从、儒从而粹滔不从、 娼从而优伶不从 、 仕宦从而婿姻不从、

1 111 号'从而有号不从、税役从而 i吾言文字不从" 。 多尔夜又j'1:J j 他提出这十个条件

的缘 111 ， 全之俊就|向多 ji; 农f(j平料，如果消入关之而 fhi{|it推行剃发易 Jl日，必然 

受到以脱人的殊死抵抗，这不是 L~久之计。 而他所说 (I{l ;主卡个条件不仅别满人

也 Jët员悍，也会 th.义人 I ' ~} 乐 ，在， U Il III 以用其 '1 1 的"不从"来引诱人们 J!l9!从 。

乡 ~I~哀见l-t分析得 11~ 千 jj且JfH ，使全部件应了下末，食之俊这才-投降 。

时说， 11 'T 卡JJ足下的 vr多屯~制度，如|肌人不得经阳、 1二公不何私 1' 1 商 Jl ;;O)J~ 、

3 



<交> 刻发易假的血雨酬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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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出京者斩之类，都是金之俊为清廷谋划的。后来乾隆帝悟出了其中的奸 i羊，

很想进行改革，但这些已经成了祖宗的定制， 不敢轻举妄动 。 为了泄' 1茧 ， (也就

把金之俊列入了清朝的"武臣M 行列。

到底有没有"十从十不从 JJ 二说，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晚清以来的文

人笔记和野史却对其有很多记载。清人徐T可 《清碑类钞D里说清初民间流传有 .. 生

降死不降、 老降少不降、 男降女不降 、 妓降优不降"的说法，还说洪承畴也对

清廷提出过"三从三不从"的建议 。 我们从清朝人的服饰穿戴上看，也确实和" 1白

从十不从"很吻合。

满族人刚进入中原的时候，没有立即对服饰作硬性规定， 后来颁布了"易眼"

法令并强制执行。统治者不仅动用武力强制执行，而且还布告天下国民都必须严

格遵守，如有违禁就会被立即杀头。 就算在自己家中，汉人如果穿了明朝的旧式

服装，被人发现后也是必死无疑。 清廷后又根据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些特色，对服

饰制度进行了修订，于JI因治九年 ( 1 652 年)颁布了 《服色肩舆永何IJ " ，对文武臼

宫的服饰作了具体规定。 后来到了康熙、 雍正年间又对服饰制度进行过一些改良 e

.011IIII 马m愉梅毒 ;南 f\:~日子饱眼上身阳jI1.Jldl 15ß份占111[，1合体，将别辽仙子Adr t:J't♂ 1';;'1 ‘主~I!I!'.;;"\皂白n色. ß. l刷l己 :n骂自~j、2浦路 11 一
511.\m汕头 . 形妆非J~仰马邸，后果汉人::1\\纯的 "马跳恼衣"申i.U丑挝il Lr.t l何H~ 寸:R.刊号口I~.y，i;íi 斗~ ióliUIi子4 如1'''::- L . 门 1 1."1
则将民脱下 I ~I号示tlJ'占\m~lll~ Fj :fì: t Lfll j守马阶灿 Ih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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