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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吃饭，人类生活的

两大要事。服饰既是人类基本生活

要素，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匠心与创造

力，也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综合反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

的智慧和技艺，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

创造了辉煌灿烂、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

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如今的街头巷尾，马面裙、披风等传

统服饰不断掀起流行热潮，彰显人们寻

找古典之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 情 。 而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精 髓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以新的面貌大放异彩，

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石。

“华服的流行源自
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自觉追求”

4 月中旬，“中国华服周·沪上繁花”

活动在上海举办，在亭台错落的江南园

林，在活力满满的时尚街区，一队队身着

华服的青年神采飞扬，一场场流动的演

出精彩纷呈，一批批华服粉丝相约云集，

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交相辉映。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自

古以来，服饰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

化内涵，不同朝代、不同场合的服装制

式、布料、纹样都各不相同。

近日，中国丝绸博物馆和孔子博物

馆共同举办的“孔府旧藏礼乐服饰文物

特展”中，一件明代赤罗衣备受瞩目。

交领、右衽、大袖，衣身主体红色，素

而无纹。作为明代朝服其中一部分，赤

罗衣与梁冠、赤罗裳、玉革带、象牙笏板、

夫子履等，组成了一套完整且等级较高

的用于大型朝会典礼的服饰。以冠上梁

的数量，革带、佩绶及笏的材质或颜色区

分品级，有特定的礼仪内涵。

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

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

礼于器、服以旌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

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

“纵观中国传统服饰数千年的发展

历程，对物的珍惜和对人的关怀尽显。”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吕钊介绍，以传统服饰的剪裁为例，或一

刀不剪，或适当剪裁，又或是裁剪后重

组，塑造了丰富的服饰结构的同时，有效

减少了材料的浪费。

《淮南子》中记载：“匹者，中人之度

也，一匹而为制。”当时布帛一匹可裁制一

件标准的“深衣”，说明古时人们已意识到

服装款式的制定要适应当时的织物规格。

古人制衣倡导“物尽其用”的节约工

艺理念，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时期一座墓

中出土的一件单衣，由织幅约 50 厘米的

独幅方形织物制成，采用“一片式”T 字

形结构。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一书中称这一制作方式“材料的利用极

其充分”。

有形的服饰背后，是无形的精神力

量。中华传统服饰观普遍强调人的内在

精神，并赋予其道德、人格的内涵，成为

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华服文化爱好者们互称“同袍”。“同

袍”一词来自《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寄予着征战沙场的战士们

团结奋战的家国情怀。如今，华服文化爱

好者借用这样的称呼，强调了团结友爱的

精神，不仅是对共同兴趣爱好的认同，更

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华服的流行源自青年群体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追求。”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认

为，“年轻人接受华服的图形、样式、色彩，

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华服热’为代表的

传统文化回潮，中华服饰内在的文化精神

和东方意蕴，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站在 2000年前真
实的织绣服装前时，被
深深震撼了”

4 月 23 日，2023 年度中国好书颁奖

典礼舞台上，10 名表演者身着战国、西

汉、北魏、唐、宋、元、明等不同时期的服

饰登台，仿佛从历史书籍中“走出来”，再

现了中国古代服饰的样貌与变迁。这场

服饰复原走秀，以真切的观感，让观众体

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深邃与多彩。

节目的造型指导是北京服装学院美

术学院副院长、服饰文化研究院院长蒋

玉秋，她曾带领团队完成长沙马王堆汉

墓出土服饰及刺绣复原、明代典型服装

形制复原等专题研究。

“2009 年，我到湖南博物院参观，站

在 2000 年前真实的织绣服装前时，被深

深震撼了。”这些文物的精美程度，让蒋

玉秋叹为观止，“四经绞罗朱砂染，乘云

信期长寿绣，实在是太美了。但遗憾的

是，墓主蜡像所穿的服装非常简陋，我就

想，能不能复原一件马王堆汉墓的织绣

服装。”

蒋玉秋介绍，服饰复原有很多级别，

最基础的是形象复原，规格更高的是技

术复原，即从织绣印染等技术角度出发

的复原。

复原难度极大，需要结合考古发现

和相关资料，详细研究衣服材料、纹饰

等。返回北京后，蒋玉秋带领 30 名学生，

在刺绣老师徐美玉的指导下，开始了这

项汉代服装复原工作，耗时 7 个月，才完

成了一整件服装的复原。

“复原过程的艰难，也让我们叹服古

人制衣技艺的精湛。其中一种叫‘四经

绞罗’的织法，我们团队的技术至今无法

复制。”蒋玉秋介绍，区别于一般织物，四

经绞罗因工艺复杂，一度失传。

好 在 这 一 技 艺 在 周 家 明 手 中“ 复

活”。今年 70 岁的周家明是四经绞罗织

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8 岁起跟随

父亲学习缂丝、宋锦等织造工艺。

一厘米的罗里有多少根经线、多少

根纬线，是衡量四经绞罗精细程度的标

准。因为细密度高，极易产生断线和瑕

疵，只能纯手工织造。一个技艺娴熟的

织 工 ，一 天 也 只 能 织 出 5—10 厘 米 的

长度。

史料里关于四经绞罗织造工艺的记

载极少，周家明参照当时已知的二经绞

罗织造工艺，试图寻找四经绞罗经纬线

相绞的纺织结构，在织机上研究了一年，

终于成功复原。此后，在周家明的手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耳杯菱纹罗、江陵马

山墓出土的四经绞罗得以再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

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一部分。

服饰文化研究与实践复原，让精美

服饰走进博物馆和大众空间，让更多人

看到，是杰出的传统技艺使得质朴的服

装变得灵动，看到从古至今服装制作者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价值标准和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要秉持开放的态
度 ，让 传 统 在 现 代
生根”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舞蹈演员身

着“水天碧”长裙，伴随优雅的旋律在千

里江山的水墨画卷中翩翩起舞，给中外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长裙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新时

代中国美研究院院长楚艳说，“水天碧”

长裙是她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集中表达。

长 裙 衣 领 采 用 了 中 式 服 装 典 型 的

交领右衽的形式，装饰刺绣梅花纹；裙

摆制作上，纱料裁剪成山峰的轮廓，一

针一线缝缀在隆起的拖尾上，恰似连绵

起 伏 的 山 峦 ；色 彩 使 用 石 绿 、春 新 、绿

珠、缥碧等青绿交织的色彩，表现江南

碧净之美……

楚艳介绍，长裙整体造型采用了西

式大礼服的廓形，上衣收腰、束身更便于

展现演员的舞姿，而裙体中还点缀有 3D
复合工艺制作的亭台楼阁和树木纹样。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以时代创新精

神为风貌，传统美学融入当代时尚的方

式，让艺术呈现有更宽广的可能性。”

近年来，伴随着中华文化复兴的脚

步 ，“ 新 中 式 ”服 装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欢

迎。在款式、面料和工艺上，“新中式”服

装融合了传统和现代元素，同时又吸纳

了西方服饰的设计元素，这种将传统文

化与当代审美、民族特色与国际潮流结

合的设计风格，让中国传统服装美学焕

发出新的时尚活力。

服饰是鲜活的文化元素，也记录着

流 动 的 人 文 历 史 。 从 人 类 早 期 穿 着 草

叶、兽皮，到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纺织业

的发展，葛、麻、丝、棉丰富了制作服装的

材料。如今，服装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发展，冬有防寒防雨涂层的冲锋衣、羽绒

服，夏有吸湿排汗的冰丝面料，各类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的融合，不断满足人

们的各类生活所需，也为服装设计注入

了更多的想象力与可能性。

“ 纵 观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不 论 是 纹 饰

还是布料，都能看到文化交流的痕迹。

服 装 设 计 有 生 命 力 ，要 秉 持 开 放 的 态

度，让传统在现代生根。”吕钊说，在今

天的服饰设计中，通过提炼、重组、修饰

等手法，巧妙运用传统纹样图案，往往

能够成就设计中的神来之笔，让其焕发

新的光彩。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吕钊的一件服

装设计作品《国画系列之山水》，吕钊介

绍，作品材质上选择了具有东西方服饰

文化代表性的真丝和羊毛，图案的色彩

和造型的灵感来源于张大千的山水画，

图案是通过羊毛针刺和天然矿物染料手

绘 制 作 而 成 。 作 为 日 常 可 以 穿 着 的 服

饰，兼具艺术性和实用价值。

“服装不是摆着看的，还需要把握当

代生活特点，并落实到具体的服饰设计

细节之中。”吕钊说，马面裙成为当下受

欢 迎 的 传 统 服 饰 ，在 于 能 融 入 日 常 生

活中。

如今上班、旅行、逛街等各种场合，

都能见到马面裙。诞生于辽宋时期的马

面裙，如今不论是搭配衬衫、T 恤还是西

装外套，都能完美适配。

从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身穿具有鲜明

中国元素的服装在太空迎接农历新年，

到 2024 年春晚《年锦》节目中，表演者身

着汉、唐、宋、明不同朝代的中华传统服

饰惊艳四座；从国际时装周舞台上中华

传统服饰精彩亮相，到商场橱窗里“新中

式”设计的层出不穷……传统服饰文化

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走上世界的舞台，折

射出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重视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创 新 已 形 成 广 泛 共

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正在迸发属于这

个时代的光彩。

图①：江苏省苏州市，身着华服的游

客在中国花卉植物园游玩。

王建康摄

图②：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

上，舞蹈演员身着“水天碧”长裙起舞。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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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世界风筝公园上空，

长 达 199 米 的 巨 龙 风 筝 翱 翔 于 云

端，宛如从古卷中飞出的神兽。在

4 月 20 日举办的第四十一届潍坊国

际风筝会万人风筝放飞活动上，153
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图片与旗帜在

这条巨龙的“呼啸”中一齐升空，在

天际绘制出一幅瑰丽动人的独特

画卷。

“龙腾盛世显祥瑞，愿祖国如巨

龙腾飞，势不可挡，一路向前。”巨龙

风筝的创作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风筝协会副主席王永训说。

30 年前，他是杨家埠风筝作坊

打工谋生的年轻人，30 年后，他的

风筝搭乘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

船前往太空。小小的风筝，成为国

际交流的桥梁、文化交融的轻舟，为

“讲好中国故事”写下生动注脚。

“做传统风筝，我们讲究‘扎、

糊、绘、放’四大步骤，每一步都大有

讲究。”王永训说。

扎 ，即 扎 制 风 筝 骨 架 ，在 材 料

上，他选用竹龄在 2 年以上 3 年以下

的 毛 竹 。“2 年 以 下 的 竹 子 容 易 变

形，3 年以上的制作细节部位时则

容易断裂。我们选用的竹子要韧性

强、弹性大、油性好。”王永训说，“骨

架扎制是风筝制作最关键的环节，

一个龙头就要用几百根竹篾，花费

数月来打磨调整，心浮气躁是做不

来的。”

从 风 筝 裱 糊 布 料 的 选 择 到 颜

料的配比，乃至胶水的调配，都经

过了王永训反复多次的尝试和精

细调整。为了实现放飞时轻盈的

体态，过去风筝布料一般选用宣纸

或真丝，但这些材料较为脆弱，极

难保存，且真丝成本高昂难以实现

量产。因此，王永训经过多次比对

磨合，定制出一款混合化纤材料，

在实现轻薄、耐用、经济的同时，还

保 留 了 真 丝 上 色 鲜 艳 、持 久 的 优

势 ，最 大 程 度 地 展 现 潍 坊 风 筝 的

魅力。

放风筝季节性强、对天气要求

也高。如何能让大众一年四季都能

看风筝，从早到晚都能赏风筝，成了

王永训研究的课题。哈尔滨的冰

雕，给了他启发和灵感。

既然冰雕能亮彩灯，那么风筝

又有何不可呢？“花灯和风筝的技艺

原本就相似，我当即就做了一批花

灯风筝，在哈尔滨开了风筝展，反响

热烈。”王永训说。

色彩斑斓的开屏孔雀、憨态可

掬的抱竹熊猫……在光彩交映的夜

色间，动静相称的结合中，王永训设

计的风筝以其独特魅力，扩充市场

需求。“抱朴守拙不是因循守旧，风

筝的传承需要市场。面向市场，才

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从网络推广到

岗位培训，从研学参观到国际访学

……王永训在风筝文化的传播与非

遗技艺的传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创

新探索。

非遗传承，依赖传承人的匠心

独运、继承创新，也依赖当地的文化

资源规划和政策保护。为了留住和

发展文化人才，风筝故里、年画之乡

的潍坊寒亭充分发挥特色文化资源

优势，搭建人才创新平台、服务平

台、推介平台，以文化“两创”为着力

点，激发文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让

岁月留住匠心，让古法焕发新生。

“政策的不断完善、市场的正向反

馈、老百姓的喜爱，更让我觉得责任

在肩。在产业化探索中广泛传播，

在市场化道路中赓续传承，这是我

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责任与追求。”王

永训说。

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永训——

岁月留匠心 古法焕新生
李 蕊 尹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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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训在制作风筝。

受访者供图

2024 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由

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殿、博物馆

及国家园林公共机构联合主办的

“ 紫 禁 城 与 凡 尔 赛 宫——17、18 世

纪的中法交往”展正在故宫博物院

展出。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要

项目，展览包括“龙与百合花的相

遇”“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凡尔赛

宫的中国时尚”3 个单元。

17、18 世纪的中法关系与同时

代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呈现

出独特之处。虽然中法之间没有互

派正式的国家使团出使对方，但中

国和法国的交往却从一开始就是在

两国宫廷和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和

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科学和艺术的

交流成为这一时期中法宫廷交往的

主旋律。

这一时期双方在文化交流上呈

现出积极的态势，无论是人员还是

物品方面，都存在一个双向流动的

过程。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可

知、可感，且在双方现存文物收藏中

可见。展览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文

物，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依托，作了

精心设计，全方位展现中法交往和

交流的历史盛况。

17 至 18 世纪中西文化大规模

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紫禁城成为

中外艺术、科学、技术交流融合的舞

台。不同文化在这里互为影响，相

互促进，既接续传统，又融合新知，

取得的成果在宫廷收藏的各类文物

中多有体现。其中，法国在清代宫

廷对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清

宫的科学、艺术、建筑、医学、地图编

绘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展览

选取了多件故宫博物院藏品，其中

有反映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直接交

往的重要文物；有中国宫廷通过相

关机构向法国定制的艺术品；有在

宫廷服务的法国人专门制作的物

品，如为康熙皇帝学习数学而编制

的《对数表》等。这些文物反映出法

国文化在清宫产生的长久而深远的

影响。

遥远、神秘的中国曾是西方世界

的美好向往。“中国风”作为东西方文

化和想象力交融的产物，浸润到欧洲

人的生活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内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成长。

法国不仅是“中国风”命名的源起之

地，也是推动“中国风”发展最重要

的力量。凡尔赛宫及其附属宫苑的

装饰和陈设中融入了相当多的中国

元素，成为以中国为题材的艺术再

创作。展览选取凡尔赛宫收藏的反

映这方面内容的文物，包括国家间

交往的礼品，有些则是凡尔赛宫最新

入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文物从诸

多方面展现法国王室及宫廷对华夏

文明的浓厚兴趣，中国文化对法国宫

廷和上流社会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中

国艺术带给法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的创作灵感。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此次展

览通过约 200 件文物精品，追寻中

法间往来交互的历史印迹。中国和

法国作为丝绸之路东西端两个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虽远隔千山万

水，在历史上却进行过持续不断的

理解对方的尝试和文化交流的实

践，彼此间的吸引、相互间的兴趣，

一直深藏于历史记忆之中，令人回

味无穷，成就了一段世界文明发展

史上交流互鉴的佳话。直至今日，

这种交往和交流仍散发着迷人的

魅力。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策展人）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让山海相通
郭福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