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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许嘉璐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2 
 
  (大家小书) 
 
 
作者介绍 
 
许嘉璐，1937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淮安。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
校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8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称号。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语言学组组长、中国训诂学研
究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
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应用语言学等
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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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现在的青年对古人生活的情况缺乏了
解。语言方面的生疏，还可以凭借着多读和查工具书帮助克服，而关于典章制度，
则几乎没有专为今人而写的书可资参考。典章制度的范围很广，上自天文，下至地
理，举凡职官、朝仪、婚嫁、丧葬、学校、科举等等，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都包
括在其中。哪些是一般的读者(例如从事与古代文化有关的工作的同志、语文教师、
喜欢读点古代诗文的人们)所常见、所急需，  同时也容易理解的呢?我觉得是服饰、
饮食、宫室和车马等方面。 
 
    编写时考虑到读者水平不一，在有的地方征引了一些前人的说法，而对所引诗文
又随时略加注释。前者是为具有一定阅读古书能力的人着想：借此扩大点儿知识
面，理解得深些；后者则系针对接触古书机会较少的人而设。一人难调百人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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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做或许能适应更多的读者的需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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