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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坐具与坐姿的变化
,

学界一直都有人力图 床
”

为最古
。

予曰 : “ 此非今之所谓床
,

乃今 日本

探究
、

辨析
,

以窥测中古时期这一变化对民族习性以 卧室确间高起之处耳
。

虽可 坐
,

究不 能移动
。 ”

及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
。

比如
,

近人张宗祥辑录王 予举陈蕃之榻
,

客去能悬
。

不广 亦 以为然
。

继

安石《字说》的动因
,

即是出于对
“

床
”

字的疑虑
: 究椅子起于何时

,

见 于史者
,

最早为五代时机

子
。

然唐时马周改易服制
,

靴而非展
,

疑已有椅

己已
,

予寓沪上
。

单君不广任职 中央研究 可坐
,

否则将 不适于用靴
。

寓中无书
,

姑检 ((诗

院
,

舍馆未定
,

留宿寓中
。

老友相聚
,

谈必过夜 韵》
,

则椅仍作树名
,

无作 坐具解者
。

相与轰笑

分
。

一 夕
,

语及古时坐具
,

不 广举《诗》
“

载寝之 而罢
。

不 广继 曰 : “

字书中独王荆公《字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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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本
,

如有传本
,

不知其持字又作何解
,

子有暇

局不辑之?’’ 予应 曰 : “

诺
。 ”

卒卒十余年
,

不广病

死沪上
,

予奔走无定
。

… … 本年夏
,

始借得 数

书
,

从事辑录
,

所缺恐尚多也
。

补缀之功
,

侯之

异 日
,

聊先以此践死友之约
。
①

《字说》虽辑录出版
,

但关于坐具之解
,

终无法寻

得荆公之意
,

此亦张宗祥之憾事
。

关涉人类 自身的事情
,

往往能引起人类极大的

兴趣
。

假如动物分类按四肢膝盖的弯曲方向重新划

分
,

是否会对目前的分类结果产生影响呢 ? 飞禽与

走兽
,

肉食与草食
,

野生与驯养
,

都可以通过对膝盖

走向的区别而分辨
。

只有敢于想像
,

才能有突破和

创新
。

由此
,

设想人类如果腿骨不是向前弯曲
,

而是

向后
,

那么
,

人类的进化过程是否会产生歧变 ? 将如

何栖息
: 坐具如何 ? 卧具如何 ? 等等

。

由此
,

联想坐

具的演变
,

坐具的有无
、

高低变化是怎样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中
,

有太多关于
“

膝
”

的礼节

和故事
, “

屈膝
”

在传统文化中是耻辱的象征
,

但同时

又代表了孝敬
,

一个词同时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重含

意
,

是中国文化中常有的现象
。

直至今 日仍可以从

日常礼节和宗教仪式中领会
“

膝
”

的重要隐喻意义
:

敬天
,

敬神
,

敬祖先
,

敬德高望重之人
。 “

膝
”

是心灵

和现实世界沟通的象征
,

所谓忏悔
,

所谓誓言
,

都是
“

屈膝
”
的内涵

。

非 自然的姿态是对身心的压迫

中国文化中最神圣
、

最重要的事
,

就是祭奉祖宗

灵位
。

祖宗的地位甚至超过神灵和帝王
,

所以
,

凡有

宗可循者
,

都有祠堂祖庙
,

设有专人管理
,

终年享有

供奉烟火
。

遇有重大事件
,

都要在祖宗灵位前征询

决策
,

但是
,

在祖宗面前说话一定是要跪着的
,

可

以大声誓言
,

也可以默默祷告
,

基本的礼节仪式如同

拜佛一般
。

所以古代最重的处罚之一便是 lBJ 刑—取消敬祖的权力
,

这相当于将其驱逐出族群
,

是对同

类别的否定和排斥
。

身体的残缺是一方面
,

对人打

击最大的是心理
,

没有了认同
,

即等于视之为异类
。

非此不以理解楚国卞和献
“

和氏璧
”

的故事
、

孙腆腆

膝的故事
。

前者是对誓言缺乏真实 的惩戒
,

后者是

想从心理上彻底击垮敌手
。

此外
,

尚有很多词汇与

“

膝
”

相关
,

如促膝谈心
,

如膝行等
。

与此相关的是
,

春秋时代
,

受过别刑的人往往被

委派担任看守大门的职务
。

什么地方重要
,

需要专

人看守 ? 除了帝王的居所
,

只有祭祀场所在人们心

目中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不但不许你祭祀祖

先
,

还要让你看着别人祭祀
,

其心理折磨可知
。

所以

为了不让族人视为异类
,

便有了
“

履贱踊贵
”

的特殊

现象
:
制作 安装假肢的行业特别兴旺

,

假肢的价格

甚至超过了鞋的价格
。

李济 《跪坐蹲居 与箕踞 》② 指出
,

人为缓解劳

累
,

最自然的休息体态
,

不外蹲居 (下肢屈折
,

以膝向

上
,

臀部向下而不着地 ) ;箕踞 (以臀部坐地
,

两腿向

前平伸如箕状 )
。

达尔文设想通过观察非洲大猩猩
“

在倾盆大雨之中
,

用两手捧住头顶坐着不动
” ,

推论

人类浑身毫毛最 自然的走向与避雨的姿态有关
,

以

臂护头避雨的姿态即是毫毛最自然的走向
, “

浓密度

和指向是适应于去掉落在身上 的雨水
”

(《人类的由

来》 )
。

而跪坐 (两膝向前跪地
,

臀部放在脚后跟上 )

由于给人带来不舒服
,

肯定不是 自然的姿态
。

非自

然的
,

必定是社会的
,

社会的东西则与伦理 礼仪相

关
。

这种不舒服的状态
,

抑或提醒该状态之下的人
,

在祖宗灵位面前处于卑微
、

焦虑之中
,

有点类似宗教

活动中
,

以损伤自己来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之情
,

达到

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
。 “

跪
”

姿是祭祀 供奉神灵

祖先
,

接待宾客等的基本礼仪
。

李济称
: “

跪坐 习惯

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
,

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人
,

以及东来佛教僧徒枷跌的影响
。 ” ③ 唐僧义净《南海

寄归 内法传》云 : “ 闻夫佛法初来
,

僧食悉皆踞坐
,

至

乎晋代
,

此事方讹
,

自兹 已后
,

枷坐而食
。 ” ④ 垂腿而

坐这一外来坐姿
,

随着游方的僧侣传入中国
,

先是在

西北
,

随后进人中原
,

在民间被广泛认可和普及
,

因

来自西北
“

胡人
”
区域

,

被称为
“

胡坐
” ,

其坐具也称为
“

胡床
” ,

正如西北少数民族语言或带有西北方言的

语言被称为
“

胡说
” ,

在最初未必有多少贬抑内容
,

而

或可因其新颖之风
,

实用之效
,

被汉族接受
。

只是随

着唐宋之际
,

国力衰微
,

缺乏 自信
,

北方国防之压力

使得士大夫感觉有必要重振儒教
,

将西北之俗视为

异类
,

才逐渐强化了这种 区别
。

传统的说法是由于

家具向高的方向发展
,

或言新型家具的出现
,

导致了

坐姿的变化
,

其实
,

家具的变化
,

未尝不是对坐姿的

① 张宗样
: 《王安石《字说》辑》《序》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 0 05 年版
。

② (李济考古论文集》 (上 )
,

文物出版社 19 8 5 年
。

③ 关于中国人坐具 坐姿的变化接受佛教的影响
,

【明〕陆容《菠园杂记》卷十四记述了一段实地考证 : “

阁老邱公《世史正纲》有云 :
佛氏

人中国
,

姑铸金为像
,

后又为土木之偶
。

后世祀先师亦以塑像
,

不知始何时
。

考史
,

开元八年
,

改颜子等十哲为坐像
,

则前此固有为塑像者矣
。

但先圣坐
,

而诸贤皆立
,

至是乃改为坐耳
。

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说
,

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
,

诸像皆席地而跪坐
。

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
,

尤足据

信
。

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
,

因使访焉
,

则果如所闻者
。 ”

汉以前祭奠先贤之庙宇
,

其像皆
“

席地而跪坐
” ,

至
“

佛氏人中国
” ,

则
“

但先圣坐
,

而诸

贤皆立
” ,

知习性己变
,

或坐或立
,

而非传统之
“

席地而跪坐
”

也
。

④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卷一
,

中华书局
,

1 9 95 年
。



适应
。

古代中国没有坐具
,

宴请 会客 念书皆席地

为之
。

所谓
“

席地
” ,

必然是跪在席子上
,

该跪不跪谓

之
“

踞
” , “

踞
”

即是一种不文明
,

不符合礼仪的动作
。

这种生活习性
,

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
,

因佛教的传人

和民族的融合而有了
“

胡床
” ,

有 了
“

胡跪
” ①

。

在中

国的知识阶层
,

一开始便对这种器具和生活姿态有

莫名其妙的警觉和兴奋
。

如关于
“

箕踞
”

的看法便很

典型
:

其上饮食
。
④

古人 坐席
,

故 以伸足为其据
。

今世坐榻
,

乃 以垂足为礼
,

盖相反也
。

盖在唐 朝
,

扰未若

此
。

按 《旧 史
·

敬羽传 》 : 羽 为御史中垂
,

太子 少

傅 宗正卿郑 国公李遵
,

为宗子若冰告其脏私
,

诏羽按之
。

羽延遵各危 坐于 小床
。

羽 小 瘦
,

遵

丰硕
,

顷 间
,

遵即倒
。

请垂足
,

羽 曰 : “

尚书下狱

是 囚
,

羽礼延 坐
,

何得慢邪 ?
”

遵绝倒 者数四
。

则《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
,

今僧徒扰为古耳
。
②

唐人以
“

危坐
”

即跪对违纪官员进行惩戒 折

磨
,

颇类远古时代的fllJ 刑
。

作为心理警戒
,

常常对照

为行为的端庄
,

行不端
,

则心 不正
。

朱熹所谓
“

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
” ③

,

即是宋儒将生活行为伦理化的

典型范例
。

箕踞与正襟危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方式
,

按宋儒生活和伦理混淆的观点
,

可以称之为两

种人生态度
。

行为不端
,

必定心术不正
,

反之心术不

正
,

则行为不端
。

所以为防范邪念
,

平常居坐就要端
正

,

而对待心存邪念之人
,

用行为治疗的方法
,

纪律

约束
,

也是犯罪学常使用的手段
。

但朱熹发出
“

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
”

的呼喊
,

预示着这种行为现象到了

宋代已经普遍存在
,

不得不依靠呼吁和强调才能引

起社会的关注
。

坐具的普及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箕踞或言自然的坐姿
,

作为新生事物
,

虽礼或不

容
,

但传人伊始
,

确实在士人中带来新奇的骚动和尝

试的愿望
。

欧阳修《归田录》记载 :

燕王好坐木马子
,

坐则不 下
,

或饥则便就

苏轼诗《卧病弥月
,

闻垂云花开
,

顺阁黎以诗见招
,

次

韵答之》 : “

向必遨头出
” 。

施注《成都记》 :
太守反 出

游乐
,

士女列于木床观之
,

势如瞪道
,

谓之遨床
。

故

谓太守为遨头
。
⑤

“

床
”

为坐具
,

在今 日河北中北部民间仍有如此

称呼
,

如
“

床子
” ,

即指木制或竹制低矮板凳
,

此或西

北胡风之残留
。 “

胡床
”

是从西北传人的一种可以折

叠的轻便坐具
,

朱大渭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
坐》⑥ 对此有较详尽的考证

。

陶谷 《清异录》 : “

胡

床
,

施转关以交足
,

穿埂绦以容坐
,

转缩须臾
,

重不数

斤
。

相传明皇行幸频多
,

从臣或待诏野顿
,

息驾登山

不能践立
,

欲息则无以寄身飞遂创意如此
。

当时称逍

遥座
。 ” ⑦ “

逍遥
”

者
,

身体舒适
,

心情愉悦
,

携带方

便
,

姿态优雅之谓
。

以文中介绍的制作方式和形状
,

“

施转关以交足
,

穿埂绦以容坐
,

转缩须臾
,

重不数

斤
” ,

可称为简便或方便坐具
,

因形态为
“

转关以交

足
” ,

故亦被称为
“

交床
” 。

据〔唐 〕陆羽《茶经》
:
交床

,

以十字交之
。

即是简便坐具折叠登
,

今之俗称
“

马扎

子
” ,

由于携带方便
,

出行者常携带之
。

交战时
,

将领

坐于
“

胡床
” ,

观敌料阵
,

指挥千军万马
。

如《晋书》卷

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
南凉秃发辱檀与后凉吕

篡战
,

篡士卒精锐
,

辱檀
“

下马据胡床而坐
,

士众心乃

始安
” ;僧徒游方也随身携带

。

如
“

赵州来
,

师在禅床

背面而坐
,

州展坐具礼拜
。

师起人方丈
,

州收坐具而

出
。 ” ⑧ 说明可以 自带

。

又因
“

穿埂绦以容坐
” ,

故也

称
“

绳床
” 。

按朱大渭先生考据
,

东晋南北朝是人们由跪坐

向垂脚坐的转变期
,

而且传统的床 榻家具足部也

是在这一时期 日渐增高
。

由于坐具的改变
,

人的坐

姿随之变化
,

桌子 卧床相应提高
,

窗户以及室内摆

设必定都随坐时视线的移动为基准而变动
。

由跪坐

到垂脚坐
,

人体离地面而升高
,

有利于抗地湿和清洁

卫生
,

大小腿伸直成直角
,

有利于浑身气血运行
,

最

重要的是
,

由于不再压迫小腿
,

人的下肢生长得以解

放
,

身体比例更趋合理
,

身高随之增长
。

这一点可以

从吸收唐文化的 日本民族中领略一二
,

日本至今仍

保留着很多汉唐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

如席地膝

①
“

胡坐
”

被称为盘腿坐
,

也叫
“

跌坐
” 。

将腿盘起
,

双足压在膝下而交叉于股前
,

直接着地
,

即身体重心落在臀部
,

利于腿部的血液循环和

舒展
。

试想
,

游牧民族随时要
_

.L马驰骋
,

在腿脚麻木的状态下
,

其机敏迅捷从何说起 ?

②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
。

③ 〔宋 〕朱熹《近思录》卷四
。

④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

⑤ 《苏轼诗集》卷三十二《卧病弥月
,

闻垂云花开
,

顺阁黎以诗见招
,

次韵答之》
。

⑥ 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

载《六朝史论》36 一
63 页

,

中华书局
,

19 98 年 8 月
。

⑦ 〔宋 )陶毅《清异录》卷下 《逍遥座》
。

⑧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一《宝寿沼禅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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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 刘金柱
,

田丽娟
:
坐姿变化与中国人身心的解放

跪
。

此行为是否对 日本民族的身材比例构成影响
,

是值得学界讨论的问题
。

文化习俗关乎人类生存质量
,

是人类学家在研

究进化和遗传时常常遇到的问题
。

受压迫的部位萎

缩或变形
,

是一种反自然的结果
,

在最舒适 最自然

的状态之下
,

身心才能得以充分发展
。

如果因此称
“

跪姿
”

为非人道的恶习
,

作为社会文化影响身心健

康的范例
,

实际早在宋代就引起关注
,

只是关注点仅

停留在对现象的记录上
。

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 :

无论此说是否可取
,

宋时妇人不跪已经称为一种士

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

王贻孙从汉魏古诗
“

长跪问故

夫
”

人手
,

推断始于唐
,

但
“

询遍礼官
,

皆无知者
” ,

没

有人能够认同他的结论
,

姑且称为唐始说
。

罗大经《鹤林玉露》 :

普公崇宁末不入政事堂
,

以使相就第
。

时

赐第于阁阂门外
,

俗号梁门者
。

修筑之际
,

往往

得唐人 旧 家
,

或有志文
,

皆云
“

葬城西二里
” 。

大

梁实唐 宣武节度
,

梁 门外知 已为墓 田矣
。

盖 多

得妇人胫骨
,

率长于今时长大男子几寸焉
。

或

谓吾 曰 : “ 尝亲见陕 晋间古长平为秦白起坑赵

卒处
,

白骨尚存
,

其胫长大
,

异 隋唐时也
。 ”

知今

人寝鲜小
。
①

朱文公云
,

古者男子拜
,

两膝齐屈
,

如今之

道拜
。

杜子春注《周礼》奇拜
,

以为先辱一膝
,

如

今之稚拜
,

即今拜也
。

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
,

谓

两膝齐跪
,

手至地
,

而 头不 下也
,

拜手 亦然
。

南

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
: “

伸腰再拜跪
,

问客今安

否
。 ”

伸腰 亦是头 不下也
。

周 宣帝令命妇相见

皆跪
,

如男子之仪
。

不知妇人膝不跪地
,

而 变为

今之拜者
,

起于何时 ? 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
,

不

知是否
。

余观王建 《宫词》云 : “

射生宫女尽红

妆
,

请得新 弓各自张
。

临上马时齐赐酒
,

男儿跪

拜谢君王
。 ”

则唐时妇女拜不跪可证矣
。
③

战国之际
,

礼不下庶人
,

战争一线 的人
,

必定是

地位卑微的平民和奴隶
,

不可能受太多的礼法约束
,

所以
,

跪拜的场所不多 ;而生活中更多随意动作
,

劳

作之余
,

肯定以最 自然 最舒适的姿态恢复疲劳
,

此

可以作为
“

秦白起坑赵卒处
,

白骨尚存
,

其胫长大
,

异

隋唐时
”

的理解
。

女性因参加正式社会交往场所的

机会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
,

而且其受到礼法的约束
,

是在宋明之后才渐趋严格
,

所以女性跪拜的几率要

少于男性
,

此亦可 以作为
“

妇人胫骨
,

率长于今时长

大男子几寸
”
的理解

。

“

唐时妇女拜不跪
” ,

周宣帝时命令妇女
“

如男子

之仪
”

跪拜
,

说明当时女性行礼不必跪地即已普遍存

在
,

北周宣帝在位约公元 597 年前后
,

而武则天在位

于 6 8 4 一 7 0 4 年间
,

此说要早于叶梦得
“

唐始说
”
100

年
,

可称之为周始说
。

汪应辰《石林燕语》 :

《汉书
·

周昌传》
,

吕后见昌
,

为跪谢周
。

宣

帝诏命妇 皆执易
,

其拜 宗庙及天 台皆愧伏
,

则

其时妇人已不跪矣
。

… … ④

宋以前对女性的约束并不严格

关于女性是否行跪拜礼的争议
,

在宋以后的笔

记中常常见到
,

可以约略体会女性在跪拜问题上大

不同于男性
,

相比男性要宽松得多
。

叶梦得《石林燕语》 :

太祖尝问赵中令 曰 : “

礼何 以男子跪拜
,

而

妇人不跪 ?
”

赵 不 能对
。

询遍礼官
,

皆无知 者
。

王贻孙
,

祁公溥之子 也
,

为言 古诗
“
长跪 问 故

夫
” ,

即妇人 亦跪也
。

则天时
,

妇人始拜而不跪
,

… … ②

吕后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18 7 一前 18 0
, “

其时妇

人已不跪矣
” ,

此说又较
“

周始说
”

提前了 7 8 百

年
,

此称为汉始说
。 “

唐始说
”

与
“

汉始说
”

的共同之

处
,

即武则天和吕后的参政
,

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

的女性执政时期
,

将女性的宽松环境附会在这两个

时期
,

难免有性别歧视之嫌
。

纵观宋人笔记所载
,

能

说明古代妇女也如同男人一样行跪拜礼的证据似乎

只提供了一个
,

即叶梦得所记的汉魏古诗
“

长跪问故

夫
” 。

文莹《玉壶清话》也曾对这段故事进行了描述 :

叶梦得所记
,

妇人
“

拜而不跪
” ,

从武则天开始
。

上尝问赵韩王 曰 : “ 男尊女卑
,

男何以跪而

女不跪 ?
”
历 问学 臣

,

无有知者
,

惟贻孙曰 : “

古者

男女皆跪
,

至天后世
,

女始拜而 不跪
。 ”

韩王 曰 :

“

何以为质 ?
”

贻孙曰
: “

古诗云
`

长跪 问故夫
’ 。 ”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
。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男子妇人拜》
。

〔宋〕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卷一《五辨妇人何不跪拜》 (《石林燕语》附录 )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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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得振学誉
。
①

同样是出 自王贻孙之 口
,

只是这里借赵韩王
(普 )的嘴加人了一个疑问

: “

何以为质 ?
”

欲凸显证据

的可靠和充分
。

周辉的《清波杂志》也应用这句古
诗

,

说明古代男女皆跪
,

并以传闻的角度对外国妇女

的礼拜加以介绍
,

由此可知宋时女性行礼不跪已经

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

男子施敬于妇女
,

男一拜
,

妇答两拜
,

名 曰

“

夹拜
” ,

古礼也
,

今则不 然
。

古之男女皆跪
,

诗
曰 : “ 长跪 问故夫

” 。

或问妇跪如何
,

尝闻海上之
国

,

僧尼妇人皆作 男子拜
,

拜尚不 以为异
,

则跪

宜有之
。
②

从上述诸多记载中
,

无论
“

唐始说
” ,

还是
“

周始

说
” ,

抑或
“

汉始说
” ,

总有一个起点
,

在这个起点之

前
,

女性与男性都采取跪拜的方式行礼
。

但中途一

个较长时期女性不再跪拜
,

当然从何时开始并不重

要
,

我们只想由此推论
,

能够时断时续甚至中断近千

年的东西
,

一定是可 以忽略的
,

所以
,

此前女性即便

跪拜
,

也必不严格
,

一个文化现象不应该
、

也不可能

发生骤变
。

至于笔记所云武则天
、

吕后时男女地位

变化
,

涉及性别歧视
,

更不足为凭
。

这样的记载和评

议
,

宋以后仍有延续
,

如明代于慎行《谷山笔尘》 :

世 l’q 妇人立拜起于武后
,

其实不然
。

周天

元时
,

命内外命妇拜天台
,

皆执茹俯伏如 男子
,

可见以前妇人无俯伏者
,

惟下 手立拜耳
。

王建

《宫词》有云 : “

临上马时齐踢酒
,

男儿跪拜谢君
王

。 ”

见 当时宫女不作男儿拜也
。
③

关跪拜的信息
。

首先
,

跪拜是通过非自然的 不舒

服的姿态进行的社会活动
,

当然也是类似宗教礼仪

的心灵净化活动
,

还可以是惩戒的手段
,

总之
,

是植

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

所说的非 自
然 不舒服

,

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
:
身体的不舒适和

心理的磨练
。

在反思 追悔的情绪下心灵得以升

华
,

结果虽是压力的疏解
,

是解脱
,

但过程必定异常

痛苦
。

而且
,

抬头有神明
,

膝下是苦痛
,

其身心折磨

可知
。

其次
,

宋以前对妇女的礼节要求
,

似乎并不十分

严格
。

我们可以从人性化和优生的角度揣度古人的

良苦用心
,

妇女由于生理的特点
,

跪拜时必定带来诸

多不便
,

如果古人能注意到优生的问题
,

则母体的匀

称 健康将会给后代带来遗传的影响
,

似早已得到

社会文化的认可
。

但无论如何揣测
,

妇女较少受到

因跪拜带给腿部的压迫
,

从而使下肢得以 自由 解

放
。

此正可佐证《铁围山丛谈》记载的考古发掘 :
古

时妇人胫骨甚至长于今时长大男子几寸
。

再次
,

汉魏之后
,

随着佛教的传人
,

西北民族甚

至异域的风俗文化不断进人中原
,

对传统文化形成

冲击
。

坐具的出现
,

影响了中国从用具到生 活习性

乃至伦理文化等诸方面
,

而生活习性的改变
,

解放了

对腿部的压迫
,

从而又带来了环境卫生 身体健康

等遗传方面的优势
。

较之接受唐代文化的日本民

族
,

中国人身高的变化
,

未尝不可归功于
“

胡床
”

的传

入和接受
,

关于这一点
,

周一良先生在《(梁书>札记》
即曾中讲道

: “

唐代以前人跪坐于席或床上
,

从古代

文字 图画以及日本风习可见
。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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