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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竺小恩、葛晓弘著的《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了
中国古代与古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李氏朝鲜之间的服饰文化交
流情况；下篇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近代与日本服饰文化交流情况。迄今为止，还没有
研究者对中国与韩国、朝鲜、日本服饰文化交流问题进行系统地综合的研究。所有的相
关研究，都是断代的、零星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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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服饰文化研究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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