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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内容概要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发展和社会时尚嬗替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世纪文库)文字清丽，斐然可读，插图丰富，多为珍品，是一部深受专家赞誉
和读者欢迎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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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
林、甲辰等。湖南凤凰人。出版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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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编辑推荐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发展和社会时尚嬗替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世纪文库)文字清丽，斐然可读，插图丰富，多为珍品，是一部深受专家赞誉和读者欢迎的
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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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沈从文做考古文物之类的工作做得比较杂 这本算是系统集中一些的 挺厚 翻完了
2、书其实并不是很全面的概括了中国的服饰。只能说是很普通但又很亲切的一本书。但是死贵。
3、真的好牛叉，巨厚无比，可惜买的是繁体版，看着费劲
4、这本书在国内的历史书籍里特别突出！真正的一个国内建国后历史的创新！
5、一直看不完的类型⋯⋯静下来再细读吧⋯⋯
6、沈老的用心可见一斑，楚墓锦绣，晋代步障，唐锦，宋代花冠⋯⋯如果打算写穿越历史小说这个
是扫盲必备书。当代能这么考究地做学问的人真不多了，更何况这只算偶尔为之。但是确实有些断层
，可能是个人学力不济的原因，始终觉得是让人心感生涩。
7、在论文模式中转向
8、5／看的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特别好，思索和求证的精神可以真的感受到，现在好多书都看不到这
份真挚了
9、真的不错，解释之透彻，图案之选择，取材范围之广，文字之淡定从容，很佩服沈从文先生，博
学而多才。
10、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然后是沈老先生在国博里面的研究最终我们最易看到的是87版红楼梦，服
装设计还是指导什么的是沈老先生。
11、很不错，就是图片的排版好乱·····
12、沈先生真乃神人！
13、受益良多。沈老治学严谨，文字优美。虽然是一本历史考证著作却妙趣横生。极好。插图便于理
解。唯一的一些问题是，沈老的写法是以小篇幅相连，而综述部分偏弱。本书重细节，不在理论。
14、从去年就在断断续续地看，终于看完了。但是绝对值得反复阅读。
15、难以想象沈先生是怎样写出这本书来的，得需要多深的文化底蕴。好书，我很喜欢。
16、很难想象写出《边城》这么灵秀的作家也能有如此古板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过也被逼的╮（╯＿
╰）╭
17、星斗焕文章。
18、满眼锦绣，可惜记不住
19、入门
20、当年也想过做个服装设计师⋯⋯
21、最该看这本书的，是各种历史作家和历史题材编剧以及舞美设计。
22、不全，有待补充
23、很好的书。我买了一本。但是没有经常看
24、文字很艰涩，主要还是插图丰富。不得不佩服在那种境遇下的沈先生
25、最后就只能天天琢磨花花草草坛坛罐罐衣衣裤裤了
26、从被某郭渣批判后，先生转向服饰研究，这本书的诞生填补了中国服饰史的空白，面面俱到，有
根有据，汉服研究者必读～
27、喜欢汉服，这部良心作。值得去看！
28、极大丰富了我对“服装”这一内史的理解。但是，囿于时代，其实宋以来妇女缠足产物的金莲鞋
却没有举证。另外，本书的一些书写方式也有49年以后的阶级观念，例如几个朝代的服饰有时是按职
业和身份等级来划分枚举。书的最后，分出清代的回族、藏族、维族等的服饰，很明显的，这里的民
族概念是50年代政府辨识出来的，而不是清人的概念。
29、和周汝昌研究红楼梦是一个路数，参杂了文人的浪漫主义，却又背负着学术著作的枷锁，读起来
还是很享受的。
30、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权威著作，需要具备一些对传统服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知识才能看懂
。
31、哪里能买到这本书
32、很有意思的\(^o^)/
33、9.0
34、从旧古器时代晚期至明清，贯穿万年，其间传世和出土的大量文物图象资料，均精选在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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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比，印证文献，弥足珍贵；撰述多发明创见，言前人所未言。沈先生对中国历史上下不同时代、不
同阶层服饰制度的发展、沿革，以及它和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种种关联，作了广泛、深入
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如《清明上河图》，沈先生以为传张择端本是最好的一幅，有
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图中有不少人手中执扇，且用绸或布包着，与清明时令不合，另外小市民衣著应
名有本色不得越外，画中与文献记述亦不尽相类；无论对文史研究、考古断代、古典文学注释、古代
生活的观察都有参考价值；既予电影电视、历史剧演出、历史画创作的人士以有益帮助，也予工艺美
术、服饰、发型、饰物设计的最佳参考。
35、卒論の資料でした。
36、它真的就是一本讲服饰的书。我买这本书的原因，只是希望能在书里哪怕窥探出一星沈从文在写
这本书时的心情，他在49年后放弃了文学，当然这里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更确切是
这两种原因的结合。但这些都不可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任何的线索，只是我在读这些服饰的时候，确实
能体谅他想在一切混乱里求得一点心静的愿望。
37、应该是翻过
38、羅列拼湊之服飾，只重考古，多世俗不經之服，輿服志所載少研究。
39、1.实证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博物馆讲解风；2.文字繁体，图片黑白，少了很多趣味。听说港版
是全彩书。原图模糊不清，临出的白描质量还好。不过真的好多表情很搞笑啊。在《章服之实 : 从沈
从文先生晚年说起》有部分彩图，很美好；3.只精看了汉、晋、唐、宋、明、清部分。其他部分翻过
，有时间再看；4.推荐读本书前阅读《章服之实 : 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一书。
40、哇 刷新了我的固有概念
41、汪洋恣肆（是这么写吗）
42、作为半路出家的人，可算是颇有见的。
43、不错呢，介绍的时候都配了图的！
44、丁推荐我可先草草翻阅的一本书，当时是为看辽宋服饰。叙述零散，图形较简，四星是因为感动
。
45、五年前看的了⋯⋯虽然现在看来错误不少，毕竟是引门人
46、通识本国服饰文化及其演变
47、很喜欢看古代服饰的演变 很有味道
48、我是闲得蛋疼才把这本书读完的
49、老先生是凭记忆写的，怎么也得打个五星。不过，只能算综述，不能算研究。
50、服饰史研究殿堂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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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那些大陆拍的历史剧，正剧还好些，戏说的不提，里面衣服有些很好看，有些就烂，所以很好奇
，古人到底穿什么？沈的书很好，很多人都说了，古代服饰通史性质的书它算第一的，想想建国后这
么多年，建国前的名人们有几个搞出有价值的东西？沈不错了，被带着鸳鸯蝴蝶派的帽子还能做出研
究很能干，但让郭写序实在要不得。这么多年，考古应该是有进步的，挖出来的文物应该比沈在的时
候多的，可惜都没人能写出超越此书的书。看此书的另一收获是，欣赏侍女画时除了看面部表情和身
体形态外，也对服饰发髻产生了兴趣。
2、今天的青年大约很难想象，曾经，想要读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学术名著，竟然也
是不易实现的愿望。我大约在“大一”的时候就得知这样一本书的存在，一次次去学校图书馆借阅，
却始终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图书馆只有一本，老师们轮流借都排不过来呢。两三年后，居然是在巴黎
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终于得以与之晤面。就此，每想起沈先生从容发微的种种，楚墓锦绣
、晋代步障、唐锦、宋代花冠⋯⋯就立刻会有吉美图书馆四壁排满中文文献的阅览室的影像，有馆前
林木寒秀、冷清阴润的初冬街景的影像浮起，与那些日子里之于中国往昔的“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
处相逢无一言”的乍惊乍喜的感受交融成一片。如今不太能确定的是，我当初在吉美看到的那一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否全彩印刷？印象说“是的”，但或许这是记忆被感情美化的结果？大约
到2000年，某一天在韬奋图书中心赫然撞见，上海三联书店经香港商务印书馆授权的大陆版气势如虹
地踞于推荐书栏，一时间喜出望外，简直不相信自己也有机会一朝独拥之！但从此栖落我书架上的这
一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是黑白图版，以致几年来心底里一直有个小疑惑：当初在吉美那么欣喜
地体验过的那一部华著，是与自己手头这本一样呢，还是全彩版，更美，更反映历史的灿烂一面？大
概香港商务印书馆曾经出过彩版，而我有幸在隔洋跨海的异国的寒冬与之邂逅，注目流连？在推出我
所收藏到手的这一画册式版本之后，上海书店出版社还做了一件很有眼光、很“善德”的事——又制
作了一个售价仅50元的普通开本，以展示沈先生的研究内容为主，不可或缺的插图则缩小比例。不用
说也能明白，这让更多的爱书人获得从沈先生笔底求知的机会。最近，这一小开本的《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平装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加以再版，并且在将近十年之后依然未涨书价，坚持为50元一本，引
发年轻的传统服饰爱好者们在网上欢呼不已，奔走相告，可见，搞出版确实该揣着一颗“为人民服务
”的心哪。但这消息也激起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该为“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孙机先生语
）之作策划一个光华熠熠的全彩精装版了？如今，随便任何一本印刷物都能做得锦绣琳琅，看书店里
哪本书不是披金戴银、描眉画眼。如若沈先生的划时代的经典反而不能获得应有的礼遇，岂不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荒谬么？这部著作中出现的绘画资料与出土实物资料基本上都是代表性的重要文物，二十
年来被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反复征用，今天很容易收集到相关图片，因此，制作全彩版，在技术上绝非
难事。沈先生与其服饰研究一道，在其生前颇为寂寞，这是我自少年时代起每常听到的慨叹。在我们
这个热闹到要爆炸的时代，终不会任那世外仙姝式的寂寞一直持续。
3、各位亲，欢迎光临小店，本店所有照?片都是纯实物拍摄，绝非盗图，所有?细节都会清?清楚?楚的
展现?在亲的眼前，亲可以随意?选，随便看，本店一定会给您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服务态度，保管亲
买的舒心，买的放心！欢迎光临！http://shop107601512.taobao.com
4、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从杭州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只要凭校徽，就可免
费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一次，在故宫神武门楼上听学术讲座，主讲的就是沈从文教授，他讲的是明代
的织金锦。这年暑假，我毕业留校做研究生。和我同班的波兰留学生吴光启也留下来做研究生，波兰
方面要吴光启在中国学一些丝绸史的知识，因为中国是“丝绸之国”。 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沈从文先生
专门给吴光启教授“中国丝绸史”，并指定我同吴光启一起听课，负责记笔记，经沈从文先生审改后
，油印给吴光启。沈先生每次来美院讲课，都是雇三轮车拉来许多丝绸文物资料，系统详尽地讲解分
析，使我们直观地得到知识。讲完课后，因美院门口找不到三轮车，沈先生就和我抱着那些授课资料
，徒步回家。接着把我记的笔记细心地修改补充后，交我请学校刻印，发给吴光启。 在平时，沈先生
常到学校叫我和吴光启跟他去故宫或历史博物馆参观，给我们讲解；还带我们到前门外珠市口一带的
估衣庄、古董店去参观。那时，这些商店摆放着很多旧衣服、旧绣片，明朝的织锦锦片，各式各样的
古瓷器、漆器等，价格也不贵，绣片和锦片大约1角钱就可买到1片。沈先生当时常在《光明日报》、
《中国建设》等报刊发表文章，有了稿费时，他就买古代的锦片、绣片、青花瓷、粉彩瓷等送给中央
美术学院、北京大学等院校作资料。他对康熙时的粉彩瓷、雍正时的蔓草纹绵、嘉庆道光时的皮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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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蓝刺绣等特别喜欢，拿到这些文物时就赞不绝口：“美极了，美极了”。 1953年寒假，中央美院
会计科叫我送80元讲课费给沈先生（当时大学生每月伙食费标准是7元钱），沈先生见了就说：“我是
有工资的，美院的钱不能收，你马上给我送还美院会计科。”1954年暑假前，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了报
道留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到中央美术学院来采访，那天正好沈先生在给吴光启讲课，学校叫
我请沈先生参加拍摄讲课的场面，沈先生严辞拒绝，说自己并不是美院的正式教师，只不过是给吴光
启讲一些辅导课，不能上电影出头露面。 1960年，中宣部和文化部成立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统一教材编
选组，由文化部长沈雁冰出面聘请沈从文先生为学术顾问。那时我国正处于物资供应严重困难的时期
，参加教材组的专家教授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已年高体衰，文化部为保证参加教材编选工作的同志有
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决定让大家到香山饭店吃住。工艺美术教材编选组组长张仃先生、副组长
雷圭元先生，《中国工艺美术史》编写者陈之佛先生和罗叔子、龙宗鑫、李万成、王家树，《中国陶
瓷史》编写者邓白、梅健鹰先生，《中国漆工艺史》编写者沈福文先生，《中国染织纹样史》编写者
兼编选组秘书李绵璐和我，都住进了香山饭店。但沈从文先生却拒绝去香山饭店，他独自住在东堂子
胡同简陋的宿舍里，日以继夜地为这许多教材写文字提纲和参考书目。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晨5点
起床就拿起毛笔一直写到晚上1点钟。那年，北京天气异常炎热，我到沈先生家，看到沈先生光着上
身，一手执小蒲扇，一手写提纲；中午吃饭没有用菜，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毛笔书写。他说要在
大家动手编写之前，先把书目和提纲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就这样，他在短短数月之中为教材编选组
写出了大约20万字的书目和提纲。 他把这些书目和提纲交给编选组之后，又一批一批地带领编写组的
同志到故宫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去看文物。沈先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兼故宫的顾问。在故宫
织绣组，有沈先生的办公桌和书架。故宫吴仲超院长特地为教材组在御花园淑芳斋开了一个读书室，
并给教材组每人都发了临时出入证。淑芳斋读书室的钥匙，当时就交给我保管。另在保管部开辟了几
间房子，布置了一些织绣、陶瓷、漆工艺的文物资料，那些资料都是沈从文先生亲自挑选的，并由他
仔细地给教材组的同志讲解，使大家得到感性的认识。接下来沈先生又一本一本地为教材审批初稿，
认真地纠正错误，补充史料，提示稿中的不足。我有一次用模糊的词语阐述一个历史事件，没有引证
古典，而用“据说”的字眼，沈先生用红笔在旁边批了“据谁说”3个大字，还特别画了一个大问号
，要我严格认真地对待学术问题。 “文革”期间，沈先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看守菜园子。在那里，看
不到一本书。他写信告诉他的学生陈娟娟（我的爱人），凭着记忆，一直把有关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
材料默默地记写下来，相信终会有用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让有限的时光白废。 1971年，沈先生因年
迈多病被允许回到北京，东堂子胡同原来的3间平房已被别人占去两间，给他留下1间10平方米左右的
小房。沈先生马上开始工作，继续编写他的晚年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书原是1963年周恩来
总理在一次例会上提出来要写的。周总理说，我出国时看到人家有蜡像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
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
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总理说
：好，那就交给他去做。这部书在“文革”前原已完稿，中国财经出版社已经制好部分插图的图片。
“文革”一开始，制好的图片全被红卫兵抄走撕毁，沈先生只好从头做起。因为摆放大量参考图籍的
需要，只好在小屋东墙用木方和木板钉起一个很高的书架，沈先生只有登上木凳，才能取到木架上层
的书本。此外只能铺1张单人床，放1张老式两屉写字桌，两把椅子和1个小茶几，冬天取暖生蜂窝煤炉
，就格外拥挤不堪。沈先生的床上、桌上堆满了书，床上只留出一条勉强躺身的位置，睡觉时连翻身
都不好翻。沈师母只好到小羊宜宾胡同作家协会的宿舍去睡。沈先生每天到小羊宜宾胡同和家人吃一
顿中饭，饭后用一个小竹篮子，把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带回东堂子胡同。但他工作起来常常忘记吃饭
。有一天，我和陈娟娟去看沈先生，到沈先生家已是下午3点多了，他还没有吃午饭，见我们去了，
才拿几个素包子放到门外的蜂窝炉上烤一烤、泡一杯茶就算是午餐了。 这些时候，沈先生常常眼底出
血，血压高上去降不下来，这位当代的文学巨人，处境如此困难，使我非常痛心。回家的路上就对娟
娟说：“沈先生这样杰出的著名专家，处境尚且如此，我们还奔个啥？将来就不要再搞伤脑筋的写作
了。”娟娟把我的想法告诉沈先生，沈先生急了：“你马上叫黄能馥到这里来见我！”我赶到沈先生
家，轻轻推开小屋的门，见沈先生面朝里躺在床上。听到门响，沈先生慢慢转过身来，见我靠床沿站
着，就又闭上了眼睛，一颗泪水从眼角流下来，面容憔悴。我鼻子发酸，一时说不出话，但心里领会
到老师的爱多么深厚，就这样相对无言，沉默了一刻多钟。沈先生终于问了我一句话：“听说你灰心
不想干，要改行了？”我不敢回答，但知道自己想法错了。我慢慢扶沈先生坐起来，捧过去一杯热茶
，沈先生喝了两口，接着说：“目光要远大一点”。“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此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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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严肃，话音低沉。这3句话永远在我心底，激励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
和娟娟一直坚持从事中国丝绸和服饰史的研究工作，沿着沈先生开辟的以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相对证
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点成果，曾经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两次，国家图书奖一次，中国图书奖
两次。1994年7月25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先生给我写信说：“接到7月20日来信，深为教
授夫妇以多年精力和辛劳著成《中华服饰艺术源流》一书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今出书在迩，深致庆贺
⋯⋯沈先生九泉有知，亦当为尊夫妇新作的成功而含笑矣⋯⋯”沈先生从专业研究上给我启蒙，在事
业上给我激励，他以伟大的人格力量给我们树立了楷模，使我们懂得永远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命
运、对待折磨、对待痛苦、对待欢乐、对待人生。沈先生永远活在我心间！
5、今天的青年大约很难想象，曾经，想要读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学术名著，竟然也
是不易实现的愿望。我大约在“大一”的时候就得知这样一本书的存在，一次次去学校图书馆借阅，
却始终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图书馆只有一本，老师们轮流借都排不过来呢。两三年后，居然是在巴黎
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终于得以与之晤面。就此，每想起沈先生从容发微的种种，楚墓锦绣
、晋代步障、唐锦、宋代花冠⋯⋯就立刻会有吉美图书馆四壁排满中文文献的阅览室的影像，有馆前
林木寒秀、冷清阴润的初冬街景的影像浮起，与那些日子里之于中国往昔的“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
处相逢无一言”的乍惊乍喜的感受交融成一片。如今不太能确定的是，我当初在吉美看到的那一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否全彩印刷？印象说“是的”，但或许这是记忆被感情美化的结果？大约
到2000年，某一天在韬奋图书中心赫然撞见，上海三联书店经香港商务印书馆授权的大陆版气势如虹
地踞于推荐书栏，一时间喜出望外，简直不相信自己也有机会一朝独拥之！但从此栖落我书架上的这
一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是黑白图版，以致几年来心底里一直有个小疑惑：当初在吉美那么欣喜
地体验过的那一部华著，是与自己手头这本一样呢，还是全彩版，更美，更反映历史的灿烂一面？大
概香港商务印书馆曾经出过彩版，而我有幸在隔洋跨海的异国的寒冬与之邂逅，注目流连？在推出我
所收藏到手的这一画册式版本之后，上海书店出版社还做了一件很有眼光、很“善德”的事——又制
作了一个售价仅50元的普通开本，以展示沈先生的研究内容为主，不可或缺的插图则缩小比例。不用
说也能明白，这让更多的爱书人获得从沈先生笔底求知的机会。最近，这一小开本的《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平装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加以再版，并且在将近十年之后依然未涨书价，坚持为50元一本，引
发年轻的传统服饰爱好者们在网上欢呼不已，奔走相告，可见，搞出版确实该揣着一颗“为人民服务
”的心哪。但这消息也激起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该为“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孙机先生语
）之作策划一个光华熠熠的全彩精装版了？如今，随便任何一本印刷物都能做得锦绣琳琅，看书店里
哪本书不是披金戴银、描眉画眼。如若沈先生的划时代的经典反而不能获得应有的礼遇，岂不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荒谬么？这部著作中出现的绘画资料与出土实物资料基本上都是代表性的重要文物，二十
年来被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反复征用，今天很容易收集到相关图片，因此，制作全彩版，在技术上绝非
难事。沈先生与其服饰研究一道，在其生前颇为寂寞，这是我自少年时代起每常听到的慨叹。在我们
这个热闹到要爆炸的时代，终不会任那世外仙姝式的寂寞一直持续。
6、好吧，我承认是现下的汉服热让我翻开这本放了很久的书。。。也才知道所谓汉服不是汉朝的汉
，我汗啊～学到不少东西，是值得了解的知识，以后去博物馆也能从文物上注意到一些有关服饰的门
道来。插图还算丰富，可惜分辨率不是很高，若有新版加上彩图就好了
7、至今仍然是绝对的权威。惟一能说不够实用的部分也许只是因为它的介绍方式——它并不是按照
每个年代头身脚穿戴的系统方式来讲解。在它之后出过的中国服饰类图书里，基本上都只是它的一种
复制，没有更多突破，另外还有完全专业的精美插图。可以说，想了解中国服饰，这本书是必备读物
。
8、　说实话，先别拍砖。 　　首先，沈的服饰史我都读过，而且很仔细读过，而且很仔细当工具书
使用。综合结论是，非常失望。 　　这是开山之作，从这一点讲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向沈老致敬
先。 　　问题： 　　1。主谓宾定状补很多混乱，结果就是很多病句，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很多。如
果按照小学生作文审阅规则，不合格的句子太多。当然，很多学术专著都是这样，不是沈老一人如此
。 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太苛责沈老。　　2。版式混乱前所仅见。书里有图，有插图，前前后后混乱着
排，彻底的一塌糊涂，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说的哪个图是哪个。如果按照一个图号找到一个图平均耗时
一分钟，而且前翻后翻的，会让人非常不爽 　　3。关键问题一团浆糊。涉及古代服饰某些关键性概
念，并不给出定义或结论。总体来说列举张三李四王五的说法，掺杂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打杈，让人无
法明白，兼火大。比如沈讲解“小要”就是，一通古怪的言语，不知道他真实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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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认真读书的直解结论，没有人身攻击的意图。粉丝不要朝我拍砖，装B的娱妓如果徒来感
慨白云苍狗，谢谢请勿发言。 　　 　　真正读过这书的朋友，如果觉得是我愚蠢，不明沈老深意，
请给出“曲裾”、“直裾”、“小要”的直接定义。要完善的、一句话的定义。网上搜索下载的、照
抄沈漫长原文的谢绝。搜索下载之类的原始本领我不比您更差，也不比您更无知。《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大陆刚出版时，看到一个娱妓写洒狗血的文章，说想起沈一生沉浮，恨恨拿起剪子冲到书前要剪
去郭的命根子（郭沫若为本书写的绪言）。到手又放下了，下不去手，泫然泪下。。。。真是装B遭
雷批。
9、不是我不尊重沈从文老先生啊，这本书，也实在太那个了吧！？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研究专著，而
是一本服装台帐，从原始人到清朝。听说这是沈老先生在手头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写出来的
，周总理都关心过此书的出版。确实很佩服沈老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但是，这本“服装台账”也太流
水账了，如坐在飞机窗户旁浏览一路的景色，浮光掠影，泛善可陈。改个名字，譬如：历代服饰综述
之类的多好，“研究”⋯⋯，不妥。但是毕竟是严肃的、专业的书籍，是一本真正研究古代服饰的入
门书吧。可惜了我花了标价两倍的钱抢到手。
10、很专业。但是有些地方比较乱。而且实用性不大，不够明白。像有一本《中国古代服饰图典》就
做得比较好，按朝代来，配图，配实物，有明确的形象来介绍，毕竟这些东西太古了，没有接触过的
现代人比较难以想象。所以讲古代服饰的著述，我觉得配图，有具体形象的指明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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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笔记-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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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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