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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文制作、言谈行止中往
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
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
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
。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
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
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
表、风度？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
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
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
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清谈品茗、诗文酬唱、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要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
、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
的精神风貌，从而弘扬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
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
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
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
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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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清余境》内容简介：本丛书是一套精心雕琢的名家小书，又是一部匠心独具的文化简史。以“雅
风美俗”为血脉，以历代民俗、文风、典制、艺文和经子等为筋骨，形塑了一幕幕精神高华、感性绚
烂的人生样态和艺术世界。从秦汉的青铜车马、弦歌斧钺，到魏晋的羁旅宴游、清谈品茗，无不气韵
深长，情思丰茂。从唐宋的诗文唱酬、山水风物，到明清的残阳晚景、伏流奔莽，无不生气盎然，历
历如绘。五千年的文化旅程渗透出的雅风美俗，拥之入怀，化之于心，俯仰之间，风华尽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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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旧时堂前燕1 辫子源流提起清朝，就想起男人背后的那条辫子。产生这种联想是非常自然
的。在满清统治中国的200多年里，那条辫子实际上成了中国人外在形象的共同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代表着整个清代。结辫本是满族的一种民族发型。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子，发式是“半楚半到”，
规格是于颅顶至两额引一直线，线外之额前发全部难去，颅后编发结成发辫。以绳束辫根，以红色为
主，禁忌黑白等色。时至今日，人们仍未探究出这种发型的渊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发型在公
元5世纪时已经存在。那时中国正处在南北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
”。索，绳索也，指的就是悬在鲜卑人后脑勺上那条绳索般的辫子。其最早的起源及其意蕴，说法甚
多，但仍不得其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这种发型渊源何在，意蕴何在，作为一种风俗文化，它
是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明显的外在标志。汉民族男子对头发的传统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
垂，而是绾起来盘在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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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17年前，我的老朋友、历史学家赵世瑜教授建议我组织编一套关于中国古代审美风尚方面的书，
他负责和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于是我就邀请郭英德、谢思炜、张海鸥、李珺平等中青年才俊加盟，
并请珺平参加组织工作，于是就有了这套八卷本的“中华雅风美俗丛书”。当时的设想，是要用通俗
的言说方式，把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比较全面、系统并形象地呈现出来，使读者能够对古人的生活方
式、精神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汲取有用的养分，从而对今日之生活有所
裨益。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由于时间久了，对这套书我和各位作者都渐渐忘却了。去年下半年
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饶涛博士突然找到我，说根据他的了解，这套丛书社会反响很好，有许多人曾和
他谈及，因此很有修订再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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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清余境》：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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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还不好，书的纸张也不错，回去慢慢欣赏
2、这一套书非常好，从几个方面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语言清新，很喜欢，把这一套都买下了。
3、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挽歌，流淌着的更多是感伤与悲情，感伤的时代、感伤的文学、感伤的艺术
4、这系列终于看完了。总结下来：用西方的研究整理方式去展现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实在是难事。
从反面讲，这样的模式不知是可幸还是可叹。
5、这本小书从另类的角度带我们走进了大清帝国，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于清朝的理解，读之别有韵味
！
6、一曲晚清悲歌
7、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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