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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篇文字，几页老照片；一段讲述，记载一百年。
1911年辛亥革命至今，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百年的激荡，一百年的风云变幻。
作为民众生活重要部分的风俗文化，适应着时代社会的节奏，也日渐丰富发展起来。
《老镜头——中国百年风物与民俗过眼录》以朴素而独特的方式记录下百年民众的生活画卷，使我们
得以重新回忆遥远的过去，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现代社会生活。
书中穿插着珍贵的老照片，加以厚重温情的文字，形象地再现了百年来中国民俗与社会面貌的发展历
程，回放了镌刻于民众记忆的美丽故事。
在激荡的背景文字中，你可以细细体味亲身经历或未曾经历过的那些风物民俗与市井百态：衣食住行
、生产交通、婚丧嫁娶、节日喜庆⋯⋯包罗万象重温百年光景，珍贵影像重现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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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为
国际易学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上海市
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著有《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纵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年版）、《The
Notes on the Chinese Folk
Customs》（张昕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参展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海民俗——民
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
版）、《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版）、《上海
街头弄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全四册）》（上海学林
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为韩国出版机构出版韩文版）等38部著作，另有大量论文和文章散见于海内
外报章杂志，并承担多项国家与上海市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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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革除头上的发辫，据弃旧的服饰等级，趋改洋装之后，一时间各地洋货畅行，出现利
权外溢的现象，也使不少封建遗老遗少痛心疾首。
辛亥革命后，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的矛盾与差异，仍成为影响新式服装发展的重要因素。
应该说，中、西服式各自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中式服装与西
式服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很自然地放在民国初创的中国人面前。
建立什么样的新服装体制呢？
是选择西洋服饰，还是返回到晚清时代的中式服装，社会上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意见。
当时，主要有两种方案在社会上和政府中酝酿：一种方案是变更清朝的以马褂长袍和马甲旗袍为代表
的男女服式，全部采用西装，其社会原因可以从辛亥革命的功臣们大多有留学外国的背景中寻找，而
一班追逐潮流的时髦人群，也以照搬西式服装为荣，似乎这样才显得激进和“革命”些。
另一种方案则针锋相对，主张日常服式基本照旧，礼服则纯用丝棉织品，专以国货为主。
力倡此说的多系纺织和丝绸业主，从保全本行业的利益和维护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目的出发，他们发起
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向国人宣传“勿以挽回利
权为心，勿以追求时髦为念”。
这一手果然生效，一时间，人们又都以身穿国产绸布缝制的蓝袍马褂为荣，连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
也用它作为礼服。
最后，在舆论的积极影响下，政府终于颁布了基本以第二种方案为倾向的《服制案》，从此，长衫马
褂和上褂下裙，成为男女日常服式。
民国初年在多种服装混杂的情势下，中西合璧的中山装开始流行。
中山装之得名当然是因其创始人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除了致力于共和制度的缔造之外，也关注着移风易俗，并且早就注意到服
饰问题。
他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
据老同盟会员回忆，孙中山认为“穿西服就得用外国的衣料，那样就要花我们本国的钱，使我们的黄
金白银外流”。
后来他就把华侨中流行的一种学生服的式样，加上一个翻领，口袋改为四个，这就是中山装的雏形。
至于中山装是从何而来，何人裁制，又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参照中
国原有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
、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华侨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样式。
据说首先裁制中山装的黄隆生，系广东台山人，当时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
1902年孙中山到河内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隆生店中购物。
黄隆生知道了这位顾客是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当即提出要加入兴中会，并为革命效力。
以后他就根据中山先生的设计，制成了第一套革新的服装，是为“中山装”。
另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有意推行服饰改革。
此时，孙大总统想起了上海南京路荣昌西服店的裁缝师傅王财荣(一说王才运)。
王财荣是浙江省奉化县江口镇王淑浦村人，自小便来上海学裁缝当学徒，几十年的磨炼，学得一手好
手艺，而且积蓄起一笔钱。
他在当时的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开了一家荣昌呢绒西服店，生意颇为兴隆。
由于他和蒋介石是同乡，关系较熟，经蒋介石介绍，孙中山得以到荣昌西服店做衣服。
孙中山让人找到一套从日本带回来的士官服，并派人送到荣昌西服店，请王财荣以这套服装为基样，
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人穿着的新服装。
王财荣将衣服设计好，登门请孙中山试穿。
孙中山先生一穿，样式庄重大方，穿着舒适方便，称赞不已。
以后，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倡导，加上新服装的确十分舒适美观，于是，这衣服首先在上海和南京等地
流行起来，以后在全国各地也普及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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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服装上的改革精神，人们便将这种服装叫做“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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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俗学界今后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们起码要关注20世纪，这是多么丰富的一段历史，民俗学家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
研究，研究中国民俗文化、民众生活在这一百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做下来，因为新世纪已经到来了，不然21世纪后来的子孙怎么认识这一百年
？
《老镜头:中国百年风物与民俗过眼录》这本书就是从辛亥革命讲起，从20世纪的早期讲起，讲到现在
，我们生活的2011年，整个一百年的民俗文化，这是我们要推崇的。
　　——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 辽宁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乌丙安
近来，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学科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回顾着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特殊世纪里中国社会的
变化，俨然已成为社会媒体的热点。
仲富兰先生的《老镜头:中国百年风物与民俗过眼录》便从民风民俗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一幅中国社会
百年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他以朴素而严谨的方式描画了历史，从而见证了历史，传播了民俗。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渭滨中国自古就有“入乡问俗”的民间
传统。
风俗文化的传播需要书面文字的记录与承载，仲富兰先生此书精心选取了自辛亥革命百年来各个历史
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风物民俗，珍贵的老照片与厚重的语言，形象准确地再现了中国民俗的百年变迁
历程，展示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百态。
阅读本书可增强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从而更激发弘扬中国文化的信心。
　　——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学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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