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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优先发展的基础地位；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又十分明
确地把美育纳入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中来，给予美育以应有的地位，终于使社会主义教育成为一种完全
的教育。
　　实施美育或审美教育，其最根本的形式或主要的形式，就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比其他事物的审
美含量都充盈而集中。
但是，艺术教育绝不等同于审美教育，把二者等同起来的观点，实是一种误解。
艺术教育除了包含审美教育的内容、功能之外，还包含非审美教育的内容和功能。
尽管有这样的不同，却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如果说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涉及不同层面的素质教育，那么，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却可以或
可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就某一层面的素质教育而言，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远不及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那样突出、确
定、深刻、有力；就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又不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
那样广泛、整合、融通，富有韵致。
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优点和长处，表明它是全面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方式。
　　所谓全面素质并非单指个体生理心理的先天特征，而应包含后天培养、训练所得的文化因素。
素质包含了个体与群体先天素质和后天素养之所得，应包括：(1)身体素质指体质、体能、体魄以及身
体力量运动的诸多特性；(2)心理素质指认识意志情感机能、品质及其特性；(3)知识经验(科学、文化
、专业)；(4)价值理念(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法制纪律、目标信念、价值取向、思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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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教育提供、传播和塑造一种艺术审美境界，作为暂时摆脱日常生活欲求而出现的一种内在心
灵的自由状态，一种超越性的情感愉快体验，外显为一种审美态度。
 本书所涉及的，既有服装艺术的基础，诸如史学知识，又有与中西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服装艺术教育
思想，可以说有很深的理论。
但考虑到服装艺术联系着每一个人，因此又需要有着装者感触颇深、格外关注或说必须了解的服装艺
术知识，也就是通俗一点的知识。
　　实施美育或审美教育，其最根本的形式或主要的形式，就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比其他事物的审
美含量都充盈而集中。
但是，艺术教育绝不等同于审美教育，把二者等同起来的观点，实是一种误解。
艺术教育除了包含审美教育的内容、功能之外，还包含非审美教育的内容和功能。
尽管有这样的不同，却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如果说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涉及不同层面的素质教育，那么，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却可以或
可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就某一层面的素质教育而言，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远不及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那样突出、确
定、深刻、有力；就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又不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
那样广泛、整合、融通，富有韵致。
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优点和长处，表明它是全面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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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服装艺术历史教育　　第二节 西方服装艺术演变简述　　四、交会期服装　　（一）拜
占庭与丝绸衣料公元390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将首都向东迁到拜占庭，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
小城。
不久，罗马帝国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
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又存在了一千年之久。
拜占庭帝国始终继承和发扬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同时，又使其与东方的文化传统与
艺术风格相汇合，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带有明显东西文化相结合特点的君士坦丁堡文化。
历来史学家都一致承认，这一崭新的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具体到服装史上，它与丝绸之路一样，带有典型的服装交会期的特点。
　　可以这样说，中国丝织品的源源西运，不但使丝绸成为亚洲和欧洲各国向往羡慕的衣料，而且随
着人们服装需要的不断增长，也导致了亚洲西部富强大国，特别是拜占廷养蚕和丝织技术的发展。
尤应重视的是，在服装交会期中，中国丝绸和养蚕丝纺织技术通过拜占庭，被广泛地传播到西方各国
。
同时，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服装款式、纹样等也对西方各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然，所谓的拜占庭帝国的服装款式与纹样，实际上已经是东西方服饰艺术结合的产物了。
拜占庭丝绸面料的纹饰中，主要有几种图案形式，如两只对峙的动物，中间由一棵圣树将它们分开。
树下分列动物，这是曾在希腊流行过的图案形式。
通过拜占庭服饰图案的传播，中国汉、唐期间非常盛行对鸟纹。
两只相对的动物，或是两只相背反首回顾的动物组成图案的一个单位，外面环绕联珠纹，在中国丝织
品图案中频频出现，其中联珠纹是从波斯传来的。
除了这种图案之外，还有骑马的猎手、武士与雄狮厮杀搏斗等等。
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不同的图案，大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后来，相继为埃及人、叙利亚人和君士坦丁堡人所模仿和复制。
由此不难看出，拜占庭在东西方服装交会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东方的丝绸通过拜占庭，为西方人所认识和采用；西方的一些图案又融会在地中海一带服装图案中，
而由拜占庭的特殊位置使其大量地传到了东方，影响了东方服装风格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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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既有服装艺术的基础，诸如史学知识，又有与中西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服装艺术教育思想，可以
说有很深的理论。
但考虑到服装艺术联系着每一个人，因此又需要有着装者感触颇深、格外关注或说必须了解的服装艺
术知识，也就是通俗一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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