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做汉服和做时
装相比，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玲：汉服涉及的每个朝
代，每个款式都有它的独特
性，它的做工包括很多细节都
是不一样，比较难的地方是前
期研发这一块，这跟时装不一
样。我们会去研究一枝花开
放的姿态，一只鸟飞翔的角度
形态，鸟在云里穿梭时和云的
互动关系，研究这些东西怎么
更灵动、更美是我们的日常工
作之一。

封面新闻：你对汉服未来
的期望是什么？

刘玲：我想把贴有中国标签
的东西行销世界。服装是一张

名片，承载了我们的一些非常优
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我
们的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我们
要做的就是把汉服作为一张国
家文化名片打出去，让大家都能
理解原来中国人是这样子的，中
国的服装那么美丽灿烂。

封面新闻：对未来的规划
有哪些？

刘玲：线上争取更多的曝
光，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
牌。今年可能要努力开发适
合更多人的衣服，比如说做童
装。线下希望把体验店打造
成为成都最好的体验店。

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见习记者赵紫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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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服刚刚开始发展时，
年轻人大多没有技术，没有把
自己喜欢的汉服设计做成成
品的能力，老裁缝有这个能
力，但做出来的东西大多不符
合年轻人审美。“比如当时流
行的就是红配黄的曲裾，热闹
的番茄鸡蛋配色。”刘玲说。

为了弥补这种割裂，瞳莞
汉服通过对历史文物的考究
复原，表达出年轻人对汉服文
化的独特理解。“我很深刻地
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想把传统
工艺和现代工艺融会贯通。”
刘玲很注重复原，从出土的文
物开始，研究它的版型和搭
配，再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

刘玲认为，现在大部分时
装是短平快，一个版型就好
了，而刘玲想做的是从最基础
的研究版开始，“从出土文物
研究开始，变成现代能穿的服

饰，我们就要去研究版型，去
和穿着重新搭配研究，然后再
把我们新的理解融入到设计
中去。”刘玲说。

慢工出细活，一套产品从
立项到上新前前后后可能要花
半年的时间。去年瞳莞推出的
宋制“如梦令”系列，从预告片
开始就备受期待。为了更好地
展现出宋代衣服的特点，刘玲
及其团队把五代末年到北宋再
到南宋时期能找到的所有墓葬
资料都找了一遍，梳理那个时
代服装的内外层次和穿衣场
景，结合现代消费者的穿衣场
景需求进行整合再推广，光是
前期的研究就花了一个月。

“不流俗，去表达自己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这是我们的
品牌所坚持的东西。”刘玲表
示，瞳莞想做的就是附加更多
的传统文化在服饰里。

刘玲在研究汉服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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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说
起我的时代，
总爱说边关风
雪、汴梁笙歌，
那时的中原熙
攘繁盛，她年
少 天 真 的 子
民，也曾拥有
汗透轻衫的相
遇，露湿晴花
的早晨。”这是
瞳莞汉服工作
室拍摄的短片
《如梦令》的开
头，18分钟的
短片展示了词
人李清照人生
故事的数个瞬
间，制作精良
程度让网友不
禁调侃：瞳莞
是被制衣耽误
的影视公司。

短 片 背
后，瞳莞汉服
创始人刘玲带
着团队研究查
阅了五代末年
到南宋所有墓
葬资料，才得
以通过还原数
十套汉服，展
现宋士文人渡
江前后服饰的
变化过程。

许多人好
奇，一个汉服
商家为何要花
这么大心思做
一个短片？刘
玲回答：“汉服
对我而言更多
是表达对中国
传统文化热爱
的一种方式。”

章 服 之
美，谓之华；礼
仪之大，故称
夏。从大学汉
服社团的热爱
研究，到初创
时一台缝纫机
的打拼，再到
2021 年 3 月
线下实体店营
业，刘玲内心
的追求一直没
有变：想让中
国传统文化在
汉服上流动起
来，并把这份
生命力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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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玲与汉服结缘于举国筹备2008年北京
奥运会时，她看见网上热议：中国礼仪小姐应
该穿什么衣服？有人说旗袍，也有人说唐装，
但刘玲总觉得差点意思，“我觉得应该有一种
承载更多文化意象的服装。”

于是，尚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刘玲和几位志同
道合的同学一起，创办了汉服社，大家经常聚在
一起研习汉文化，因为总是聚集在重大A区的竹
林，有人笑称他们像是竹林七贤在论道。

“那时候想穿汉服，但是买不到自己喜欢
的，自己喜欢的又特别贵。”由于当时汉服太小
众并且市场太小，刘玲不得不开始自己动手设
计。服装设计这一领域，对于当时大学主修建
筑专业的刘玲来说不难涉足，于是她开始仿照
古装电视剧里的服装造型设计制作。

最初，周围的朋友委托刘玲帮忙制作同款，
后来她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到汉网论坛上，被更多
的人看到和喜欢，订单逐渐增加，刘玲也赚到些
零用钱。在汉网论坛那一方小小的角落里，同袍
们互相分享交流，刘玲在那里看到了汉服的价值
和潜力，也坚定了自己要做汉服的决心。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对
汉服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影视剧中，所以
大家开始自发地做这方面的功课，也转向寻求
博物馆的帮助。”刘玲从“小白”开始，不断学习
研究古代服装文化和现代服装产业文化，并将
其注入到自己的服装设计和生产销售中。在
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陆续有博物专业和服装
专业等从事相关研究的朋友加入进来，才逐渐
打造出今天瞳莞汉服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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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莞汉服始于
一台缝纫机，逐渐发
展成小工作室，然后
大工作室，最后成为
今 天 的 公 司 化 运
营。”刘玲作为瞳莞
汉服的创始人，在创
业中也遇到了不少
困难。十几年的兜
兜转转，曾经有着相
同热爱的小伙伴许
多已经离开了汉服
圈，而她依然还在坚
持。

一开始，刘玲的
父母觉得她“不务正
业”，直到她婚礼时，
穿上自己设计制作
的汉服礼服亮相，父
母才真正理解。“在
那样一个场合，我作
为一个中国人，作为
一个汉族人，穿着自
己民族的礼服，完成
自己人生中最大的
一个仪式。”刘玲的
中式婚礼引来许多
人驻足观看，在现场
气氛烘托下，无需言
语，刘玲父母也明白
了女儿的理想和坚
持。

婚礼上的一个
细节，刘玲至今清晰
记得，常作为趣闻轶
事分享给朋友。刘
玲是腊月里结婚，汉
服穿了里三层外三
层，另有一对新人，
新娘穿着西式婚纱，
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我就很淡定从容，
当时酒店有好几场
婚礼，但是大部分宾
客都被我们婚礼现
场所吸引，相比西式
婚礼得到了更多人
的认同，真的很棒。”
刘玲说。

2012年，刘玲把
瞳莞汉服从重庆搬
到成都并成立了工
作室。那时候工作
室 仅 仅 只 有 几 个
人。经过三四年的
打拼，瞳莞工作室逐
渐 壮 大 ，发 展 出 设
计、生产、客服三个
工作板块，共有20名
左右员工。2017年，
刘玲成立了自己的
文化公司，以前的工
作室变成了自己的
工厂，线上有电商经
营，线下也迈出了实
体体验店的第一步，
过往种种辛苦都有
了回报，一切向好，
未来明朗。

瞳莞汉服。

刘玲和家人。

重大毕业生自创汉服品牌牌：：
赋予传统文化流动的生命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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