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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色入史笺》

内容概要

颜色是我们感知、标识世界的重要凭借，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五色系统与五行理论互为表里，
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五色系统的影响贯穿中国的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是人类
文明进程中独特的人文现象。可以说，色彩，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外表，也让历史呈现质的面貌。
本书从中国古代五正色切入，以历史为珠，以颜色为络，将旧时风物捡拾串起，既有古代人物的风流
蕴藉，亦有百代兴亡的感喟慨叹，乃至琴棋书画、诗酒游乐、庙堂宏论、闺阁绮语、花鸟鱼虫、人鬼
仙凡⋯⋯将中国数千年的色相斑驳呈现，令人目眩。

Page 2



《织色入史笺》

作者简介

陈鲁南，祖籍山东，生于江苏，学于北京。好读书而无所得，好游历而行弗远。慕先祖之风范而不能
及，笑时人之浮华而自沾染。百无一用，然积碎纸成册，聊堪作书。曾为中国传统之色象深深吸引，
琢磨切磋，寻幽探微，略有所得。虽见笑于大方，亦或可增补毫末颜色于史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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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红色
红色，大约可以算作我们这个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几千年来，无论庙堂之高，抑或江湖之远，无论隆
礼重典，抑或乡习民俗，无论女儿梳妆，抑或文人戏墨，都曾经，或者仍然，在广泛地运用红色。基
于繁盛昌明的中华文化，古人还发明了多种语汇，来指代不同的红色，按照颜色的深浅程度分，大约
有绛、赤、朱、丹、红等数种；按照制作原料的不同，又有赭、丹、茜等称呼。

1. 诸红缭乱
2. 恶紫夺朱
3. 女儿之色
4. 忠义所在
5. 浸染民风
6. 怀金拖紫

第二篇　青色
古人所说的青色，涵盖了现代光谱原理命名的绿、青、蓝乃至黑等诸多颜色。这数种颜色在光谱上是
连续的；古人不懂得光谱的理论，但在种种生活实践中培养了丰富的审美直觉，将这些连续而且彼此
过渡并不明显的颜色，都纳入青色的外延，恰与基于现代科技的色彩理论相合。

1. 绿碧青丝绳
2．物之生时
3. 有女娉婷
4．缥缥乎仙
5．青青子衿
6. 新秀方然

第三篇　黄色
提起“黄色”，现代国人首先所想到的，大约不是某种颜色，而是淫秽、色情、少儿不宜、乃至某岛
国的电影和该类电影的女明星，大有鲁迅先生所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
体⋯⋯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的意味。而若将这词汇与古代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人
们大约又只会想起金光灿烂、雍容威严的皇室气象；除此而外，那时似乎再无广泛应用这一颜色的领
域与场合。一为天子的专用色，一为贱业的指代色，“黄”之含义，究竟原本为何，又如何嬗变，还
是很让人好奇。我们不妨仍从这个字的源流说起。
1. 黄之源起
2. 帝王专色
3. 吉祥如意

第四篇　黑色
学者们普遍认为，黑色与白色是人类最早认识的颜色，因为它们位于色阶的两极，对比最为强烈，最
容易为视觉细胞辨识。而我们的民族使用黑色的历史，也极为久远。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当先祖们刚刚学会制造陶器的时候，便已经使用红色和黑色来做装饰。在黄河流域的诸多新石器时
代考古发现，出土了许多以黑色条纹作为装饰的陶器残片，
有些花纹甚至称得上精美。而在殷商时期，人们在龟甲和兽骨上刻下文字后，也常常用红色和黑色的
粉状物去填充这些组成文字的刻痕。与黑色如此漫长的厮守，自然也赋予它多种多样的文字表现形式
。

1. 万变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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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色入史笺》

2. 严厉正大
3．跌宕起伏
4. 年华之表

第五篇　白色
白色被古人视为各种色彩的基础色，有了白色，其他颜色仿佛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淮南子》里就
说，“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直接确定了白色的基础性地位。其实《淮南子》这话也是转借来的
。老子的弟子文子有本著作，名称也叫《文子》，其中就说过同样的话。文子与孔子同时代，名气却
要小得多，所以不怎么为后人关注。但道家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观念，对绚烂多姿的各种颜色
与朴实无华的无色之色之间的关系，颇有见地；“白立而五色成矣”，很有一针见血的意味。

1. 万色之基
2. 粉饰太平
3. 哀思所在
4. 不厌其白
补述：五行五色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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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607.围绕先秦五行五色和五德始终理论，结合历史、文物娓娓道来，更像是一本杂志，装帧讲
究，排版选图很用心，价格也贵，可是冲着传统文化普及读物那么匮乏，这本书还是值得的。
2、一本装帧漂亮的书。好多人说有错误，反正我是什么都不懂，当做教学书看的。错了就错了吧。
3、红、青、黄、黑、白，五色的小历史。涨知识，有意思。喜马拉雅读书
：http://www.ximalaya.com/23764705/album/3591747
4、编的不错，文风亲近，叙述动人
5、与理想有误差
6、排版很漂亮，色彩的美和纸书的结合，偏向大众科普类，内容语言比较严谨，对历史有兴趣读一
读心情会变好。
7、从红蓝黄黑白五色衍生开的汇集各种历史典故与文化风俗豆知识的通俗读物，挺有趣的。装帧很
漂亮。
8、内容跟不上装帧
9、阅读体验不错的，作者还有点小幽默。
10、颜色的历史，入门级资料性书籍，小文章很有意思搭配适当的引经据典
11、文字有点枯燥乏味 睡前读物 装帧设计是亮点 
12、翻了一下，有点意思，恶紫夺朱、青出于蓝、黥墨之刑、不分皂白，对于颜色的品位，古人的审
美取向赋予了颜色之情绪和人格对应。
13、长知识。借来读完，又买了一本。作者长于古典诗词、历史掌故、自然物候乃至古典通俗演义。
对于某一色的探讨往往拆字为解，进而深入其背后的文化现象。但基本上是各种事件与现象的陈述，
没有更进一步探讨颜色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做的更深一些。尤其最后涉及到“关系”的五行之
说，应该好好阐发的。装帧美、插图美、版式精致。
14、被8.2的评分骗了，形式大于内容
15、从色彩这一点入手了解历史文化，很棒，很新颖的角度，而且写得浅显易懂
16、三星半。
17、蛮漂亮的一本书，里面很多关于颜色的小故事。
18、浅得只可入门，养分很细小，而且有错误和矛盾
19、休闲读物，可读性还可以，了解了解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20、回过头来看，书名和内容真是从里到外的契合。
各种和颜色相关的边角史料，作者对一些学说如五德也有自己批判性的看法。整体来说作为休闲书籍
挺不错，有兴趣的部分可以从中再去做衍生阅读。
21、被中华书局精美的装帧惊艳到，一见钟情。
22、错误太多。作者似乎并非这方面的学者，望文生意的地方很多。比如说“称女子的头发为‘青丝
’，与‘翠眉’大约是出于同样的道理”－－“青”古代有“黑”的意思，所以“青丝”其实就是“
黑丝”，“翠眉”在唐代却的确是“绿眉”（见《孙机谈文物》，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23、颜色与文化，趣味十足。
24、金庸《天龙八部》笔下的那对姐妹意味着“恶紫夺朱，是不合礼法的，因而也悲剧收场，如同一
本说文解字的书，将中国古代历史与“红、青、黄、黑、白”五种颜色相结合，展现历史中的色象，
值得一看。
25、精美的不只是装帧设计，还有着眼细微处的陈列归纳
26、装帧很漂亮，内容涉及也很广泛，但深度略不够，刚引起兴致一节已经结束了，意犹未尽。但闲
时翻翻也很有意思。
27、文史类书籍中的一朵貌美鲜花。
28、虽然有些错误，但是瑕不掩瑜，总体很好～
29、送人呐
30、原来，yellow book 是和王尔德有关.
31、中国历史中的美学色彩浅讲，装帧排版讲究，文明里浅碧轻红，姹紫苍黄。还是青色美哪
32、陈鲁南的书都这样，内容想打两星，但是装帧和排版太漂亮，还是会给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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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设计 美
34、嗯⋯⋯史料嫌太单薄了
35、很精致的一本书
36、不太系统，读读消遣
37、冲着装潢买的 内容还好吧
38、这本书从封面设计到排版到编写内容色彩搭配都非常精美，让我很是喜欢。书中很多例子小故事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作者很涉猎广泛也很细致。不过书属于科普类型，一些观点比较粗略甚
至有些“愤青”。最可惜的是书里有错别字。
39、装帧一流，用纸锁线排版都很有特色。趣味性高，由颜色展开对文化典故等描述本身就很有特色
。
40、颜色很棒，可是文笔很烂，刚好文字不掩颜色的力道和幻觉，可以看。
41、此书极有意思，值得一看。且不论其内容之丰富，光是看书本的装帧与设计，便是一种极大的享
受。从书中了解到许多常识的起源与出处，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比如说四方神兽的
设置，之所以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是因为青为东方色，白为西方色，赤为南方色，玄为北方色
。如此一来，便易于记忆了。此书我要妥帖收藏。
42、这本书通过颜色这种介质，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以及风俗文化，确实很有学习价
值
43、期待高，但内容并不惊喜。但是书很精致，太漂亮啦，里面的图也很好看。
44、因为封面好看而拿起来一看，居然放不下，我果然是个好色的文艺青年。。。
45、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读的。
46、装帧可以给满分，真是特别精致；内容跟想象中的差不多，有浓郁的杂志专栏味儿，有些地方话
说得随便了些，已经可以算是bug了。考前消遣读物是也。
47、感谢，但的确有点过于八卦导致有的部分太浅⋯⋯
48、内容三颗星，多给一颗给封面与装帧。
49、普及型书籍
50、五色衍生的故事讲得挺有趣的，丝线装帧也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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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织色入史笺》这本书不只文章写得文字优美，通俗易懂，发现此书的从封面设计到排版都很讲
究，装帧也很漂亮。讲了历史上对各种色彩尊崇和故事，很有趣。之前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基
本上都很朴实。而此书简直可以说是华丽。
2、五色在历史这张永不褪色的宣纸上如墨汁绵浅化开，浸出岁月河山的春夏秋冬。颜色贯穿经传社
会政治文化，各朝尚色不一，颜色在不同朝代有相沿成飞的象征。如紫色，在唐朝以前奚为邪色，春
秋之时又稀宠呈为贵色。它们渲染历史，诉诸感观，触及心灵，渲染了人们的审美生活。相对于所有
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短暂生命而言，它们在无限的时间里天光云影流长。星际百川下的青
山罗带流水碧簪，花海草色浓妆淡抹于无涯。庆幸的是，自然借给了我一双眼，方识杏梨红白。
3、于历史性，每一种颜色都几乎考究到每一个时代，很用心；于趣味性，首先话风严谨中不乏幽默
，总在一两处，读到几个句子令你捧腹大笑；然后是“颜色”这题材，补充了好多好多好多知识；总
之，作者是位学士渊博的人呢，内容也没有因写“历史”而繁复无味，做到这样就是很好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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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织色入史笺》的笔记-第10页

        东汉著名的学者马融，给弟子授课时，以绛纱作帐，学生站在帐前，而帐后站一排女乐手鼓吹敲
打，两边还站着美貌的侍女。他故意在讲课时，以声色诱惑来锻炼学生的注意力。马融的弟子很多，
成就突出的也不少。由于这批著名的师生，造就了大批的典故和成语。比如，后人以“绛帐待坐”喻
学生就学，用“绛帐授徒”、“绛纱设帐”喻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用“绛帐”、“绛帏”指代老师教
授学生的场所。

2、《织色入史笺》的笔记-第36页

        为何女子们会独独钟情于红色呢？有人类学家解释说，原始社会中的分工，男子狩猎而女子采摘
，成熟的野果子一般都是红色的，因此女性对红色比较敏感。这些类似于条件反射的养成，但没有强
有力的科学证据支持此观点。在我们的历史中，女子与红色缠绵了千百年。貌美年少的女子，被称作
红粉佳人；善解人意的女子，被称作红颜知己；女子居住的闺房，被称为朱楼绣户；有美女相伴身边
，则被称为红袖添香。因女儿的介入，红色的故事，多了许多旖旎的风光。

3、《织色入史笺》的笔记-第39页

        隋唐时，出现了“桃花妆”，即先以白粉敷面，再将胭脂匀于面颊及眼周围，边际晕淡，其特点
是突出面颊的红，映衬前额、鼻翼及颈部的白，白里透红，鲜艳无比，压倒桃花，为当时女子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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