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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
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近 !"年的
研究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
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
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是
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至今被认为
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获得学术界的高

度认可。考察这部书的编撰经过，我们不禁为
沈从文的学术毅力和艰难处境感叹不已。该
书创作历程凡二十余年，典型体现了上世纪
后半叶中国的学术生态。

!一"

早在 #$%&年 !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
中，就透露了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
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
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
#$%'年 $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
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
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
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
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
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点十七八世纪的丝
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
不健康影响。

到 #$%(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
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 !月 $

日，他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
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
去”。同时也陈述了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
散于国内各地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
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
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

物残料。如此多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
费巨大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
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
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
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一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
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根据沈从文的要
求，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
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
绘图工作。

!二"

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
逐渐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年 )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
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文
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
致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要求“明确范围，逐
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
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
家请教，或分一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
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
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
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
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
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

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
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
支持。

#$%(年 #'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
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
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
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
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
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
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
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
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
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边
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
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
会上提出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
改后确定下来。

#$%!年初，全书雏形已经形成了。在给大
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
定五月前完成，有 '&&幅正图，上百副图和 '&

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大。他要查大量
图书，为 '&&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
*""+#&&&字，(月到 !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
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 #&

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
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
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
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
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

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
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
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
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
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
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
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
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毫不懈
怠，每天都要完成 %&&&字的说明文字。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经过!上"

! 李 斌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
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
的年代，其间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折腾不断。考察此
著作编撰过程，此书出版过程的多舛命运、沈从文在艰难处境
中的坚持、体现的学术毅力，都不禁让人感叹不已，更对一代文
学大师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贡献增添由衷的敬佩之情。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系统考证中国

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 !"#!年 "月由商

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全书 $%万字&图 &''

幅%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与当时社会环

境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见解独到'至

前人未至之境'发前人未发之论'为沈从文从

事文物研究以来成果之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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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的小说里绍兴美食出现的频率很高

鲁迅培养猴头菇的愿望在 !&多年后还
真的实现了：#$,$年浙江某微生物厂有个叫
徐序坤的厂长，以金刚刺的残渣为培养基，用
上海市食用菌研究所驯化的猴头菌种选育出
生产周期短、产量高的 $$号菌株。后成为量
产商品，打入国内外市场。“睹物思人”，这让
曹靖华很感慨，曾专门撰文说鲁迅的愿望实
现了。
德兴馆是上海比较知名的菜馆，原为建

筑商万云生创办，开业于 #))(年，原设于南
寺十六铺附近的真如路“洋行街”，后迁至东
门路，以经营大众化的饭菜为特色，上个世纪
(&年代由钱庄老板吴丙英任经理，扩建后以
经营上海风味炒菜为特色。看家菜有虾子大
乌参、扣三丝。很多上海大亨都钟情于这
里，鲁迅这样的美食家自然不会错过，并常
请外地来的朋友到此吃饭，以品尝正宗的
上海风味菜。功德林现在几乎已成素菜的
代名词，名气很大，北京也有分号，但是起
源于上海的，由杭州皇城山常寂寺高维均
法师的徒弟赵云韶等创办，原设在上海北京
东路贵州路口，#$''年开业，#$!'年迁至黄
河路南京西路附近。主要的名菜有五香烤麸、
功德火腿、素蟹粉、罗汉菜等。这里很受文化
名人的青睐，除了鲁迅以外，柳亚子以及沈钧
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也经常
光顾此店。
即使是吃饭，鲁迅也展示了其“爱憎分

明”的个性，他不喜欢功德林里用豆制品制成
的，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认为这是
吃素人的虚伪，心中念念不忘吃荤，饭店才开
发出这种变异的菜式。算是以菜为例，顺手做
了国民性的剖析。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这里善出师爷、刀笔

吏，笔头子厉害。鲁迅也是文笔老辣，语言犀
利如手术刀，颇受其家乡文化积淀的浸染。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与他出生的地方是永

远脱不了干系的，不但是文化基因，饮食基因
也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饮食习惯往往决

定了其一生口味的基调，一个人成年后的所
谓美食，往往也只是在“找回童年的味蕾记
忆”而已。

鲁迅贵为大文豪，也逃不过这个规律。
在他的小说里，不乏美食的影子，尤其是绍
兴美食，出现的频率很高。
《祝福》中提到，绍兴城内的福兴楼有道

菜叫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
可不吃的。那个福兴楼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
它是小说虚构的。但是清炖鱼翅这道菜的原
型，却真实存在。当时绍兴有一个同心楼的老
店，清炖鱼翅是这里的拿手好菜。
清炖鱼翅是取鲨鱼的鳍做原料，经过泡

发，放在鸡汤火腿汁里清炖，成品像粉条一样
白嫩软糯。料理的过程中，要在鱼翅下用鸡鸭
肉垫在碗底。鱼翅本身无味，需要靠鸡鸭肉填
补，正应了中国烹饪上的一名言：有味使之
出，无味使之入。

鲁迅在《阿 -正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
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而绍兴菜烹鱼确实都放
一些切得精细的葱花，我的四川老家也是这
样，直到现在，我做鱼也喜欢放一些葱花，与
泡椒、泡姜、糖、醋等调料一起使鱼肉变得酸
辣适口。
绍兴水网密布、河渠纵横，那里独有的乌

篷船，常常载满鱼虾，形成一幅充满田园味道
的美景。所以绍兴菜多用鱼虾为主料，口味以
鲜嫩著称。但鲁迅不太喜欢吃鱼，他觉得鱼刺
太多，吃起来麻烦。
据说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喜欢吃什锦

蛋，这个蛋的做法非常特别。经过我的考证，
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在蛋的一头开一个小洞，
倒出蛋清及蛋黄，将其与虾丁、笋丁、肉末、盐
共同搅拌。后再装入蛋壳，整个放在笼屉里
蒸。这道菜的做法与清代菜谱《食宪鸿密》中
记载的“肉幢蛋”相似。《食宪鸿密》中记载的
做法是：拣小鸡子（鸡蛋），煮半熟，打一眼，将
黄倒出，以碎肉加料补之。蒸极老，和头（配
菜）随用。
这个肉幢蛋后来被有文化的厨师借用成

语创新了一道菜，叫“脱胎换骨”。蛋的制作方
法为“脱胎”；另把排骨煮到半熟，抽出其骨，
换上一个葱茎，挂糊油炸。炸好的排骨用来在
盘中围边，中间放上蒸蛋，是为“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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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善用蔬果调节情性

三文鱼.金枪鱼助愉悦。为了调节心情而
吃点三文鱼、金枪鱼等，是不错的选择。研究
表明：三文鱼、金枪鱼中富含 /01、231等成
分。它们具有抗氧化活性，同时，对神经细胞
膜活性增强有一定的作用，故可能有助于转
换心情。然而，聪明的吃法是主张与水及碳水
化合物同用，它们之间有协同作用。如午饭吃
一点含有丰富蛋白的上述鱼类，再
加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可
以得到更多的能量，让人们的工作
更有精力。
燕麦.全麦食品抗焦虑。张仲景有

张名方甘麦大枣汤，用的是大麦、大
枣、甘草。初见此方时很不以为然，临
床阅历丰富后，方知此乃大有秘诀。
燕麦富含维生素 4，而维生素 4有助
于平衡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安静下
来。麦芽等中也富含维生素5%等，麦
片粥还能缓慢释放能量，所以能平衡
情绪，消解焦虑等。长期加大剂量服
用，还有助于消解神经质倾向。
全麦面包也是好东西，其中含

有的色氨酸能提高大脑中 * 羟色
胺的水平，使人产生愉悦感。全麦
面包能帮助色氨酸的吸收，在吃富含蛋白的
肉类、奶酪等之前，先吃几片全麦面包，可保
证色氨酸进入大脑，而不至于被其他氨基酸
挤掉。

善用蔬果调节情性。不同的蔬菜，常有
不同的有效组分，善于运用的话，可以帮助
调节情性。例如：橙。橙汁含有丰富的叶酸，
能够使神经递质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增加，
会让人们的心情轻松，悠闲！香蕉。紧张与镁
的缺乏密切相关。故忙碌而紧张的人，在食谱
中应补充富含镁的食品，例如香蕉。葡萄。葡
萄是个宝，不仅抗衰老，而且可以使紧张、易
怒、抑郁等不良情绪得以消解或改善。葡萄
柚。葡萄柚不但浓郁芳香，能净化繁杂思绪，
也可以提神醒脑，加强自信心，其所含维生素
6，可增加身体抵抗力，也可以抗高血压。辣
椒。辣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刺激口腔神经末梢，
使大脑释放出内啡肽，引起短暂的愉快感。大
蒜。观察表明：大蒜有抗疲劳作用，常吃大蒜，
感觉比较不容易疲倦，不易发怒，而且自信心

增强。菠菜。菠菜含有丰富的镁，镁是一种能
使人的头脑和身体放松的矿物质，菠菜还富
含另一种降压营养物质：维生素 6。莲藕。藕
能通气，并能健脾胃，养心安神，亦属顺气解
郁佳品。萝卜。萝卜素来认为是通气顺气佳
品，对于因为腹部闷胀引起的心情不佳，有
较好效果。萝卜最好生吃，有胃病的人可常
常饮用萝卜汤。山楂。中医认为山楂长于顺

气止痛，化食消积，可缓解生气后造
成的胸腹胀满和疼痛，对于烦恼愤
怒导致的心动过速，心律不齐有一
定疗效。瓜子。瓜子富含可平稳情绪
的维生素 4和镁，有助于心情平静。
因此，烦恼想发火时，不妨嗑嗑瓜
子。此外，对老年男性前列腺也有帮
助。玫瑰花。泡茶时放入几朵玫瑰花，
可助顺气，舒缓压力，愉悦情性，也可
以单用玫瑰花，沸水泡饮。薄荷。薄荷
能舒缓神经，补充体力7心情不好时7

含着薄荷能让人全身放松7心胸透彻，
心情愉悦。
注意：需远离的食品。情绪不佳

时，一些食品需要离得远一点：高糖
食品。高糖食品有害，帕特里克说：
“沮丧、疲劳、焦虑和经前综合征等

众多问题都与糖分有关。”我们的调查表
明：城市高发癌症的患者，往往有个嗜好，
喜吃高糖食品，需注意远离。酒精。酒精是
一种重要的镇静剂，但经常借酒精来解忧
愁，只会更加忧愁！故民间一直有“借酒消
愁愁更愁”之说。
近年来，饮食营养领域也许没有比牛奶

更争论不休的了！赞成者认为：牛奶中除含有
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外，含钙量较
高，且进食后钙的利用率也高，是天然钙质
的极好来源。我国居民膳食提供的钙普遍不
足，我国各地婴幼儿患佝偻病的也较多，这
和膳食钙不足可能有一定联系。故极力主张
多吃牛奶，认为给儿童、青少年补钙可以提
高其骨密度；从而使其发生骨质疏松的年龄
延后；给老年人补钙能减缓其骨质丢失速
度，降低骨折的发生率。反对者的声音同样
不弱，而且往往慷慨激昂。有专家甚至著书
说：“牛奶是牛喝的，人喝了有大害！”一时间，
大众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