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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群体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
女性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命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更为坎坷曲折的。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存在过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女性是氏族的核心，受到男性的普遍尊敬。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逐渐确立了男性的统治地位，“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
发生的”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与礼制
原则日益发展巩固，女性地位不断下降。
中国妇女被严格束缚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附庸，所受压迫是十分沉重的。
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所宣扬的封建礼教，更是束缚妇女的思想枷锁。
但是在这种严酷的压迫、束缚下，仍有不少妇女冲破性别秩序与礼制原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历史
创造，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兴起，妇女逐渐觉醒，与先
进的男性一起，开始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成为民主革命中一支积极而活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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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饮食文化的角度看，多源一体的饮食格局基本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芫荽、胡椒的移植，胡饼、蒸饼的普及，丰富了饮食结构；胡床、胡椅的引进，则改变了中国人席
地而坐的传统及分案而食的饮食习惯。
这个时期的土族，享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特权。
士族官僚在生活上骄奢淫佚，追求锦衣玉食；敏感而多思的士族文人生活悠闲，养成了讲究生活的享
乐之风。
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促进了烹饪技艺的提高，丰富了饮食文化的内涵。
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研究饮食的著作。
《隋书·经籍志三》、《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了不少这个时期的食经、食方、食法，其中著名的
《崔氏食经》就是士族高门清河崔氏家中主妇代代相传的烹饪技艺的记载。
可见魏晋南北朝人不仅重视饮食，而且将饮食提升到了文化研究的高度。
饮茶、饮酒之风在当时也很盛行，不仅民间种茶、酿酒十分普遍，而且士人们清谈成风，生活上以茶
酒自娱，促进了茶文化与酒文化的发展。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大转变时期。
中原地区，由于大量少数民族的人居，胡服在一般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
胡服的特点是褊窄紧身、圆领开衩，便于骑马打仗、从事放牧与日常劳动生活，所以逐渐为人民群众
所吸收，成为常服。
与此同时，汉族帝王与士大夫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衣裳冠冕不仅在礼服中保存下来，而且为醉心汉
化、“从夏变夷”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上层人物所羡慕学习，并在民族大融合中继续流传下来。
北方这种胡汉服饰夹杂融合的情况，对南方的服饰也有一定影响。
如北方少数民族中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的“裤褶服”也普及到了南方，而妇女的日常穿着，则是上身
着襦、衫，下身穿裙子。
妇女的发式，多种多样，花样百出，争奇斗艳，各领风骚。
妇女戴在头上的饰物有步摇、花钿、珥、珰、簪、钗、华胜，还有鲜花。
随着时局的变化，妇女的饰物形式也不断改变，如五兵佩，就是用金、银、玳瑁等材料，制成斧、戈
、戟等各种形状，像笄一样插在发髻上。
这类奇异的装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这一时期的妇女注重化妆。
脂粉是化妆的常用材料，镜子是化妆时必不可少的工具。
当时妇女们使用脂粉、铜镜化妆已相当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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