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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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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古人的服装和佩饰、饮食和器皿、宫室和起居、车马与
交通作了介绍，并涉及历史文化现象。
它不是单纯的古汉语注解，而是通过讲解古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把今人已经不了解的、古汉语字面后
的意思挖掘出来，帮助读者更精确地理解字面下的含义，重构历史的氛围和图景。
本书作者许嘉璐，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长期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9部
，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
文化工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作者简介

　　许嘉璐，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国务院占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长期从事训诂学、古文字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9部，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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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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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因为冠是贵族到了一定年龄所必戴，所以也就成了他们区别于平民百姓的标志，成了达官贵人
的代称。
李白《古风》二十四：“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盖：车盖。
)鲍照《代放歌行》：“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
”如果与“童子”等表示年龄的词语对称，“冠”的意思便偏重于指成人(当然也不是庶民)。
《论语·先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沂：水名，在今山东省。
风：吹风、乘凉。
舞雩：祭神求雨的坛。
雩：yu，鱼。
)《曲礼上》又说：“人生十年日幼，学；二十日弱，冠。
”意思是从十岁到不满二十是幼年，任务是学习；二十至二十九岁是弱年，进入这个阶段时要行冠礼
。
后代即以“弱冠”连称表示年岁。
王勃《滕王阁序》：“等终军之弱冠。
”按，《汉书·终军传》载，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谒者给事中，几年后，“自请愿受长缨，必
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王勃所说的“弱冠”就是指二十多岁。
同时，因为戴冠就要束发，所以古人又用“结发”、“束发”表示二十岁。
如《史记·主父偃列传》：“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
”陈子昂《感遇》三十四：“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　　古人不戴冠的只有四种人：小孩、罪犯、异族人和平民。
　　先说小孩。
“二十而冠”，二十岁以前则垂发，称为髫(tiao，条)。
《后汉书·伏湛传》：“髫发厉志，白首不衰。
”李贤注：“髫发，谓童子垂发也。
”陶潜《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黄发：指老人。
老人长出黄色的头发，是有寿之征。
)古人是不剪发的，小孩的头发长了，就紧靠着发根扎在一起，类似后代的“凤尾头”散披于后，这就
叫做总发。
如果不是把头发扎成一束，而是扎成左右两束，类似后代的抓髻儿，就叫总角，因为它像兽的两只角
。
《诗经·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即以总角指年幼之时。
　　再说罪犯。
古代有一种刑罚叫髡(kun，昆)，即剃去头发。
当时的奴隶多为受了刑罚的罪人，既已剃发，自然不用头衣。
未受过髡刑的奴隶通常是青布束头，所以“苍头”也是奴隶。
《汉书·鲍宣传》：“苍头庐儿，皆用致富。
”颜师古引孟康日：“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
”上古军队也多由奴隶组成，同样以青布裹头，所以有苍头军之称。
《战国策·魏策》：“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
”　　留全发、戴冠(平民戴巾)，是当时中原地区的装束，至于远离中原、文化落后的地区，则以披
发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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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即以“被发左衽”表示被“夷狄”统治同化。
　　关于平民的头衣，下文另有专节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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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嘉璐编著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这并不是一本对古代典章制度进行考证的著作；虽然其中时
而也有些异于成说的一得之见，但主要的还是从古代诗文中把常见的事实加以概括，并力求通俗地介
绍给读者。
 　　在长期从事古代汉语和训诂学的教学过程中，常常发现学生阅读古书的障碍并不完全是由于古今
语言的隔膜。
有时，古书中的句法、词儿都懂得了，但对原文的理解却还隔着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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