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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得见的古人生活》由朱启新所著。文物是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料。或一件文物、或一幅图像，背后
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直观反映着古人生活的点点滴滴。《看得见的古人生活》即是从文物入手
，从礼仪文明、社会风尚、衣饰之美、日常器用、文化生活、建筑文明、军事战争等七个方面，精彩
展示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全书双色印刷，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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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 在我国古代，人们普遍重视外表的修饰和仪态的庄重。早在2000多年前，周
代已经有了一套成文的共同遵守的日常生活礼节。即以极为平常的站立和席坐姿态来说，不少古籍，
如《周礼》、《礼记》、《论语》、《管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提到站
立和席坐之事，还从礼容的角度加以阐述，并且提出具体要求。例如《礼记&middot;曲礼》对立和坐
，就提出：&ldquo;立毋跛，坐毋箕。&rdquo;要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是体现礼仪之邦、文明古
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人站得正直，不东歪西斜，不瘸着腿，便是合乎&ldquo;立毋跛&rdquo;
的要求，合乎礼貌。　　及至汉代，官至太傅的贾谊在他所写的《新书》中，系统地将先秦时期以及
当时世间谈论的立相、坐相、行相等，专门归纳成一章，称为&ldquo;容经&rdquo;，并细分&ldquo;立
容&rdquo;、&ldquo;坐容&rdquo;、&ldquo;行容&rdquo;、&ldquo;跪容&rdquo;、&ldquo;拜容&rdquo;乃
至 &ldquo;坐车之容&rdquo;、&ldquo;立车之容&rdquo;。人们交际往来，彼此尊重，主要体现在行为
（包括语言）的礼貌上，也就是仪容上。由于施礼对象的地位、身份、年龄不同，表现的仪态也不一
样。以&ldquo;立容&rdquo;为例，贾谊又作了&ldquo;经立&rdquo; 、&ldquo;共（恭）立&rdquo;
、&ldquo;肃立&rdquo;和&ldquo;卑立&rdquo;的区别。这同《礼记&middot;玉藻》所谓&ldquo;立容
德&rdquo;的说法相一致，今天看来，很有意思： 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间二寸，端面
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ldquo;经立&rdquo;。因以微磬，曰&ldquo;共（恭）立&rdquo;。因以
磬折，曰&ldquo; 肃立&rdquo;。因以垂佩，曰&ldquo;卑立&rdquo;。立容也。　　&ldquo;经立&rdquo;
，是指人们通常站立的姿态。古人认为，站立的时候，从头到脚，是一个完整的表现：头不乱动，眼
不左右顾盼，双肩不要一高一低，身（背）正，臂作抱势，放在腹前；面朝前方，系好冠带；腿不曲
，胳膊不摇摆。这种经立的形象，早见于龙山时期和商代的玉立俑（图1），又见于战国楚人木俑（
图2）。在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几件立俑，可以看出古人的立容，这时已经定型。其中，
一件立俑端面平肩，正背抱掌，端股整足（图3）。另一件拄剑站立，剑已失，而其直立之容，也是
符合经立要求的。足证古人立容，双臂并不下垂，及后听命于某，才垂下双手。汉人站立时，双手也
不下垂（图4、5）。　　古人的恭立、肃立和卑立，则是对经立之态的稍加变动。只是把直立的身子
向前曲腰，视曲腰的程度，分出&ldquo;恭&rdquo;、&ldquo;肃&rdquo;和&ldquo;卑&rdquo;来。　　在
古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看重的是肃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凡是遇见长者、尊者、上级、
贵宾，莫不立则磬折。磬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多用玉石制成。磬的形状，最初，其背的曲折程度
，仅见曲而未折；西周开始，才逐渐做成倨句形，折度明显，不过，磬背的下部仍为微弧形（图6）
；到了战国时期，磬背上下部都做成倨句形了。《周礼&middot;考工记&middot;磬氏》对磬背折度，
规定为&ldquo;倨句一矩有半&rdquo;。矩，是直角90度。　　一矩有半，合为135度。磬的倨句应为135
度左右，不能小于90度，大于180 度。《礼记&middot;曲礼》疏&ldquo;身宜偻折如磬之背&rdquo;，即
把身子弯成如同磬背一样，这就是磬折，表示对人的尊敬和自谦。汉代画像石上，刻有持牍磬折之状
（图7）。　　《尚书大传》记，武王病故，天下诸侯来周受命，见文武之尸者，莫不磬折。而周公
见到受命诸侯，也莫不磬折。彼此礼尚相待，周初已十分通行。句中所谓见到文武之尸者，是指见到
文王、武王的木主，即后世所称之神牌、牌位。《史记&middot;周本纪》：&ldquo;武王东观兵至于盟
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rdquo;这是记文王刚死，武王载文王之木主伐纣。《楚辞&middot;天问》
有问武王&ldquo;载尸集战，何所急&rdquo;，载尸，即为载文王之木主。　　《庄子&middot;渔父》
记孔子有一次在杏坛上鼓琴，有一渔父听后，对子贡子路说了一番话，孔子得知，感到渔父之言颇有
见识，便赶到河下求见。　　渔父顾见孔子，却&ldquo;还乡（向）而立&rdquo;，孔子转过身子，走
到渔父跟前&ldquo; 言拜而进&rdquo;。事后，子路向老师提出意见，说：&ldquo;万乘之主，千乘之君
，见夫子未尝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今渔父杖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应，得无太
甚乎？门人皆怪夫子矣！渔父何以得此乎？&rdquo;杖孔子的弟子对老师如此重礼，也有点看不惯了。
孔子叹了口气，不得不解释道：&ldquo;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hellip;&hellip;今
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rdquo;孔子对有学问、能指点他的人，曲腰磬折，既表示尊敬
，也表示要真心诚意向渔父请教。这一点，子路却没有理会到。　　孔子问候长者，也往往立则磬折
，以示敬意。《新书&middot;容经》记有一次子贡从家乡来，&ldquo;谒于孔子。孔子正颜举杖，磬折
而立曰：&lsquo;子之大亲毋乃不宁乎？&rsquo;&rdquo;大亲，指父母长辈。这种明尊卑、别亲疏的态
度，确实是行礼到家了。　　《史记&middot;滑稽列传》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为了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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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古人生活》

当地土豪与祝巫借所谓河伯娶妇来坑害百姓的罪恶活动，河伯娶妇那天，他也特意参加河上送嫁集会
，借口所选女子不美，连续把大巫妪、三弟子、三老投入漳河中，要他们向河伯报信，将改送去更美
的女子。这时，西门豹在岸边&ldquo;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rdquo;。磬折，折下腰并不马上直起
，常常是久久躬身，才显得毕恭毕敬。　　古人有事求助于人，也往往对人磬折致意。曹植在他的《
箜篌引》中，就写了&ldquo;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rdquo;句。曹植写这首诗，正是他处于贵盛时
期，很有希望被曹操立为太子，因此，他在&ldquo;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rdquo;的欢宴之际，借
机提起&ldquo;久要（要，约定。久要，即旧约）不可忘，薄终（最后）义所尤&rdquo;，而用&ldquo;
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rdquo;来透露自己与大家共同建立功业的愿望，表示感谢亲友们共守旧约。
这是古人求助于人的一种礼节，既庄重，又谦逊。　　及至今日，古时的立容，几经改变。现在人们
在正式交际场合，站立时，目视对方，双手合叠腹前，有时微倾前身，乃为恭立、肃立、卑立的简单
化形式。形式虽然简化了，但是仍然保持着古代文明礼节的传统。　　至于坐相，魏晋以前及魏晋时
期的&ldquo;坐&rdquo;，是指席地而坐，即坐在铺在地面的草席之上。汉代贾谊的《新书》中
，&ldquo;容经&rdquo;一节提到的&ldquo;坐容 &rdquo;，便是席坐的姿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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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得见的古人生活》所讲内容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看得见的古人生活》所描述的内容，如
古代的礼仪文明、社会习俗、衣食住行等等的很多方面，仍然能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读来
亲切自然。 《看得见的古人生活》还从文物入手，层层揭秘古人生活的细节。如它们在当时是做什么
用的？具体怎么使用？古人用它们有什么特殊含义？等等。 书中每篇文字都配有相关图片，且在图片
中明确标示各部位名称，在注释中详细说明图片内容及意义等，既直观，又大大拓展了知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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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口碑很好，期待中。
2、很不错，图文并茂，讲得了还细致，让我们对古人的生活细节有一个比较详实的了解。
3、看得见的古人生活
4、反正就是这样吧
5、内容不错，为了容易理解，加入了很多小古短文
6、丰富的插图加上必要的说明是很有必要的。
7、帮同事购买的，听说不错。
8、读来痛快，引人阅读
9、很不错的一本书啊。发人深思。
10、得见的古人生活
11、这本书是作者《文物物语：说说文物自身的故事》（中华书局，2006年）的翻版，只不过篇目做
了归类调整，似乎省略了些注释，只可算作文物普及读物吧。
12、图文并茂，资料翔实，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13、大家写小书
14、普及古代知识很好的书。纸质厚重，值得一读。
15、从一个侧面了解历史，很不错，值得一看！
16、很喜欢这本书，介绍了很多古代的常识还配有插图，如果插图是彩色的就好了！特价时候买的，
很划算！
17、喜欢历史的东西这本读起来真是津津有味  喜欢
18、有些脏，纸质相当一般，图也不是彩色的，明显不如买的其他两本图说，内容还没看，翻了一下
，感觉图不多也不是很清楚，不推荐买⋯⋯
19、甚合我意。
20、首先中华书局的书，其次内容吸引人眼球，值得收藏！
21、内容很多，连古人的头发丝都涉及到了。和另一本书一块买的。但感觉两本重复了。其实买一本
就行了。
22、书的内容一如想象中好
23、书本装订不错，很干净，内容很丰富，很喜欢
24、基本上详细、全面
25、各种有趣的小故事，就算给小孩当课余读物，也是很好的。可惜书页太单薄，影响阅读。
26、书丛文物出发，林林总总介绍了七个方面的古人生活面貌，深度广度当然不够精深，但毕竟还是
普及本，作为普及古代生活的读物来说，此书还是相当不错的，介绍了相当多的生活琐碎，读来颇有
意趣，文物图片配在一旁，边读边琢磨，倒也能领略一二。可惜图片清晰度不够，若能更精细一点就
好了。
27、书的内容讲得范围广，是本好书！
28、【当当自营】布朗天使婴儿柔润洗发露300ml
29、刚收到，闲时翻翻，看看古人的生活会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没有今天人的那么多娱乐，是怎
样面对孤独的。，他们的生活有意思吗？真好奇呀！
30、作为增长知识的闲书读起来还是不错的。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容易。
31、终于看完了，与文物对话能收获太多，不过不少器物的字不认识，需要补课啊QAQ
32、书就要这么写！专业，准确，识字的人都能读得懂。
33、能知道许多知识
34、室友推荐的，据说很不错，还没来得及看
35、内容是可以的，但是插图质量不是很好，模糊。不是很能接受。
36、中华书局的新书，很好。
37、很好，实惠哈。
38、期待看看古人的生活，看介绍还是不错的
39、书中的介绍很详细，有插图，理解起来也很方便，知识量很大，学到不少东西。包装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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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好，能学到很多东西。
41、孩子对文物和古代的事情很感兴趣，每次去博物馆总问个不停，为了解决他的问题，特意买了此
书来看。书的内容很丰富，包括了礼仪文明、社会风尚、衣饰之美、日常器用、文化生活、建筑文明
及军事战争几个部分，书的最大优点是有大量的文物图片，增加了可信度。做为喜欢文物和历史的普
通读者来说，确是一本难度刚好和知识面较全的好书。稍觉遗憾的是，书中没有对生僻字进行注音，
要有注音的话，读起来就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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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看得见的古人生活》的笔记-第279页

        最早的绘画工具，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墓葬出土
石研盘（带盖）、研磨棒、小杯、红色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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