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份很枯燥的工作。别
人看来很华贵、很绚烂的作品，实际
上是经过我们很久重复性的工作所
得的。一方面离不开家人在心理上
的支持和认可，另一方面也给了我
更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回忆起做
复原工作的初衷，胡晓说自己和刘
帅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国画专业出
身，会接触到很多古代人的造型，打
心眼儿里觉得“古代人真的很美”，
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疑问，“这样的
服装穿上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从有这样的疑问，到着手研究古
代装束，再到真正出第一个作品，自
豪感填满了胡晓的内心：“我当时就
觉得，我们的民族真的太厉害了。”

此外，这样的情感也表现在当
作品获得他人认可的时候。

胡 晓 举 了 一 个 生 动 的 例 子 ：
“2015 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来中
国交流，教授是个华裔，在海外长
大，不会说中文。可是在我给他展示
我们的作品时，他却突然泪流满面，
说自己感受到了一种calling（召唤）。”

同样的事例还发生过很多，这
些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华人华
裔，却都能在胡晓他们的作品身上
体会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这些让胡
晓和装束复原团队的人更加坚定了
将复原工作坚持做下去的信念。

“下一步，我们会将中国古代的
服饰文化和相关的物质文化，通过
复原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能
让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到，中国从古
至今，是名副其实的衣冠上国。此
外，我们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品牌。
能够把‘桑缬’这一品牌做得更好，
也是我们团队未来的努力方向。”胡
晓说。
封面新闻见习记者杨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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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时期
仕女装束、中唐
时期敦煌供养人
装束、晚唐风格
衫裙、南唐宫廷
女子装束、宋初
时期仕女盛装、
宋初时期贵族女
子装束、南北朝
时期男装……从
2007 年成立以
来，中国装束复原
团队已经复原了
400余套先秦至
清代的装束和百
余款发型、妆面。

从文献考据
和文物研究入
手，通过当时文
化思潮对于服饰
的影响，精准复
原首饰、发型、服
装织物和结构样
式 、鞋 子 等 细
节。“最开始做的
时候，一整套下
来需要花费团队
半年甚至一年的
时间，现在我们
把所有链条打通
了之后，45天到
3个月的时间就
能复原出一个比
较满意的作品。”
8月2日，装束复
原团队美术组长
胡晓接受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
说，“我和创始人
刘帅都是学国画
专业出身的，会
接触到很多古代
人的造型，当时
就打心眼儿里觉
得：古代人真的
很美。但也会由
此产生一种疑
问，这样的服装
穿上身究竟是什
么样的呢？从有
疑问到着手研
究，从真正出作
品到拥有自豪
感，这个推进过
程让我真正感受
到了艺术是可以
冲破语言壁垒的，
中国文化可以通
过走秀、展览等方
式传递出去，震撼
到很多人。”

中国装束复原团队：
挖掘“衣冠上国”服饰之美

国内独家专业复
原古代服饰与传统乐
舞、研究历代舆服制
度的团体——这是装
束复原团队给自己的
定位。

创始人刘帅告诉
封面新闻记者，一开
始创立的时候，团队
只有他一个人，后来
通过网络聚集汉服爱
好者，再从爱好者当
中凝聚出专业的人，
一步步组成了现在的
阵容。“我们一开始的
展示平台是汉网，后
来增加了豆瓣、微博、B
站等，目前我们在上海
的团队，全职和兼职加
上一共有40多个人。”

2010 年加入团队
的胡晓是元老之一，
像团队中不同的人擅
长不同的领域一样，
胡 晓 也 有 自 己 的 擅
长，“刘帅擅长女装，
制衣组组长、设计师
琥璟明擅长男装，史
籍组组长池文汇擅长
礼仪研究，我则更擅
长首饰制作等方面。”

胡晓介绍，团队
中不同的队伍有各自
的分工，自己所在的
美术组主要工作任务
是考证陶俑、壁画等
作品中的美术形象，
将其提取出来进行资
料比对。

复原工作除了让
妆容、服饰等看起来
像，还需要参透当时
流行的文化思潮对整
体装束的影响。

在五代女子衣裙
的作品中，复原团队
这样概括服饰的时代
特征：五代时期，由于
政治格局的分裂、政
权交替的频繁和社会
形势的动荡，服饰艺
术所受到的限制和束
缚变少，开始了更为
大胆的艺术探索。

“我们目前每年
会保证有二十个以上
完 整 的 作 品 呈 现 出
来，和以前拍照片、写
文字为主的方式不同
的是，现在更倾向于
拍 摄 视 频 的 呈 现 方
式。”胡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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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告诉记者，中国装束复原
团队的服饰复原工作，是一个系统
工程，包括从首饰、发型、鞋子，到
服装织物、结构、纹理，以及纽扣样
式等各种细节，来还原一整套古代
装束，会经过诸多流程。

通常来讲，仅在服装还原方
面，依托于考古或传世实物、壁画、
陶俑等进行文献考据、文物研究
后，团队会经过织物工艺复原、纹
样修复；定制面料；版型还原；制作
初版；多次试版直至最终定版；用
手工缝纫技术、手工刺绣工艺进行
制衣的7个步骤。

“初期，我们复原最大的困难是
材料不好找。而现在我们有了自己
的生产链，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
决，45天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复原出
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胡晓说。

从业至今11年，他对汉服有着
自己的理解，“我们口中的汉服指
的是符合汉人审美、受汉文化影
响、汉人自主选择的服饰。服装的
生命力展现在它是有人穿的，由于
从古至今汉人极强的时装观念，我
们很难给‘汉服’下一个准确的定
义。正是由于这样‘百花齐放’的
市场需求和审美，汉服才能呈现出
如今的繁荣状态。”

“汉服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历史上这一页似乎也已经翻过去
了，汉服是不是适合当下的年轻人
穿呢？”——最初入行时，胡晓和团
队的人会听到这样的质疑声。而
今，在街头巷尾都时常可以看到不
同性别、各个年龄段的人穿着汉
服，享受传统文化。胡晓认为，这
就是对当初质疑声的最好回应。

直至现在，装束复原团队已经
在多部影视剧、话剧中充当礼仪顾
问及史料考证，参与服化道的设计
与制作，其中就包括以服化道的高
度还原而闻名的网剧《长安十二时
辰》。此外，作品还多次被中国丝
绸博物馆、东华大学、南京丝绸艺
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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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敦煌贵族女子盛装复原作品。

中唐时期敦煌供养人装束复原作品。 中国南北朝男装复原作品。

中国装束复原团队受邀为第43届“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博物馆之夜”带来古代服饰复原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