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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人衣冠真实样貌
池文汇是一名大学教师，17年

前，还在读大学的她在网络上结识了

一群热爱传统服饰的“同袍”。为探

寻古人衣冠的真实样貌，大家成立了

“装束复原小组”，开了工作室，出版

专业书籍，举办历代服饰复原大秀，

复原的服装造型还多次登上央视晚

会，研究成果甚至走出国门，让世界

见识到中国服饰的独特魅力……

热爱，与“同袍”相聚
许多人都在语文课本里读过“荆

轲刺秦王”的故事。文中写到荆轲刺

秦时，“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

袖。”秦王的袖子竟然被荆轲一下扯

断，难道帝王的衣服质量这么差吗？

这成为池文汇一直以来的疑惑。为

了还原文中的情节，许多影视剧甚至

出现荆轲用刀划断秦王袖子这样荒

唐的情节。后来，通过探究古代服饰

知识，池文汇了解到，秦汉时贵族流

行在袍服外罩一层单衣。单衣往往

都是轻薄的纱罗等面料，十分脆弱，

袖中还有接缝，易破损。荆轲扯断的

可能是秦王的单衣，这一小小的发现

曾让池文汇欣喜不已。

就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池文

汇在中文系得到的学术训练，使她

对传统服饰有了更加系统严谨的探

索方法。她还在网上遇见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发现原来不少人和她

有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历朝历代

不同阶层人们穿的衣服到底是什么

样的。“我们发现，传统服饰的丰富

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尽管许多服

装没有完整出土的实物，却有大量

残片、图像、塑像和文献可以互证，

复原工作就像侦探一般，挖掘这座

艺术宝库时常带给我们惊喜。”池文

汇说。网络空间里激烈的讨论无法

满足大家的探索欲，2010年，“同袍”

们相聚上海，成立了线下工作室。

那时，池文汇还在读硕士研究生。

谁能想到，一份热爱的火星最

终会燃烧成炬，如今，工作室已吸引

了二三十名来自服装设计、美术、中

文、文物修复、翻译等各专业背景的

成员。“如果你真的对一件事情魂牵

梦绕，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做它”，从

团队相聚，到如今的发展，一切在热

爱铺就的轨道上顺理成章。

复原，探“国风”之美
“我们的复原是全方位的，目标

就是要1:1地还原历代服饰的真实面

貌，并以最考究的造型呈现给当代

人”，团队中，池文汇负责文物资料和

古代文献的互证研究。用到的资料

来源非常广泛，出土服饰、织物、绘

画、塑像、书画、纹样、传世文献、出土

简帛等都成为重现服装的线索。

例如，汉唐时期的后妃礼服，一

直以来并没有详细的记述，也没有直

接具象的文物。为了探究后妃礼服

的样式，池文汇和团队耗费3年的时

间，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文学作

品和500多种包括服饰残片、壁画、陶

俑等出土文物中推理出礼服的形

制。“最后我们发现，汉唐时期后妃的

礼服袿衣，是由层叠的三角片组成的

复杂结构，走起路来如流风回雪，华

丽飘逸”，池文汇告诉记者，接下来，

团队想要复原大众印象中比较少见，

但又非常独特的服装。比如古代女

性外穿的裤装，“我们想要扩充大家

对于历史的想象，让更多人见识到古

代服饰之美的多元。”

人们对服饰的审美不断流变，

时尚潮流不断演进。在池文汇看

来，装束复原小组的工作，意义非同

寻常，“探寻服饰在历史长河中的演

变，从中探求中国服饰最经典独特

的式样，并复原再现，以此拓充中国

服饰的美学宝

库，为当代国

风之美的创新

发展带来无限

可能。”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大学教师与同好创办中国传统服饰“装束复原小组”，展国风之美

本报讯（记者 杨洁 特约通

讯员 李辉）一比一“复刻”原厂积

木玩具，但做工粗劣，定价只有正

品的十分之一……今天上午，上海

警方披露近期侦破的一起特大侵

犯知名品牌玩具著作权案。近日，

结合公安部夏季治安巡查宣防集

中统一行动，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

制售假冒乐高玩具的全链条犯罪

团伙，共抓获嫌疑人45人，捣毁制

售假窝点14处、查获生产线3条，

查获假冒玩具50余万件。

“在某电商网站，我们发现有

人开设了数家店铺，销售疑似仿冒

我司品牌的产品。”今年3月，上海

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接到权利方公

司报案。经警方采样送检鉴定，他

们所售积木玩具做工粗劣，与权利

人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积木构成复

制关系，涉嫌侵犯著作权犯罪。

在市局经侦总队的指导下，徐

汇分局第一时间开展立案侦查，迅

速锁定位于福建的网上售假犯罪

嫌疑人林某。随后，民警又循线摸

清了众多涉案人员——供货商陈

某，陈某上游的一级销售商余某、

蔡某、蔡某浩等，以及玩具生产商

蔡某勇、蔡某发、黄某等。此外，陈

某还供货给在山东的王某，用于在

网上开设直播间售假。

显然，本案涉案人员众多，销售

途径广，警方先后多次派遣侦查小

组奔赴各地，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一

个地跨广东、福建、山东三省的团伙

浮出水面，制假窝点、仓库的具体地

址与货物情况也逐渐明晰。

7月24日，警方分别在三地对

全部制假、售假窝点同步开展收网

行动，先后抓获涉案嫌疑人45名，

查获假冒玩具1200余种50余万

件、制假模具500余件，以及账册、

作案手机、电脑等。

据相关嫌疑人交代，蔡某勇、

蔡某发、黄某等人均自营玩具厂多

年，但由于自有品牌销路不佳，就

动了仿冒“大牌”玩具的念头。于

是，他们各自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通过购买正品倒模、3D建模等

方式，将正品积木玩具作一比一复

制，再由多级销售商销售。

这类侵权玩具，往往贴上生产

商自己的商标或者没有商标标识，

但外包装图样仍然和正品一模一

样。因为不需要自主设计，使用二

次回收材料制作，这些仿冒玩具定

价往往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一

些复杂的玩具拼搭步骤也被他们

简化，零部件松紧程度不一，严重

影响消费者的拼搭体验。

目前，45名嫌疑人已因涉嫌

侵犯著作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上海警方表示，将持续严厉

打击各类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行

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营商环

境。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应通

过官方渠道和经营场所购买品牌

商品，并索取发票等购物凭证，一

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

本报讯（记者 孙云）近日，浦

东新区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则涉

及米哈游公司运营《崩坏：星穹铁

道》游戏的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被告陈某系该游戏测试玩家，不顾

签署了《保密协议》，仍将尚未公开

的游戏角色等信息对外披露。浦

东新区法院今年3月对本案做出

全国首例未公开游戏角色商业秘

密诉前行为禁令，并在近期宣判陈

某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米哈游经济

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50万元，公

开发布声明消除影响。在游戏行

业，本案是对测试玩家泄密未公开

游戏内容侵权行为判赔最高额的

判决，是首个全额支持的案例。

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期

间，被告陈某8次前往指定游戏测

试机房参与内测。其间，其违反保

密规定擅自对测试内容和画面进

行偷录、偷摄，并多次向第三人非

法披露。因此，米哈游向浦东法院

提起诉讼。陈某则辩称，案涉游戏

角色在自己参与测试之前已公开，

不属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

关于涉案信息是否属于经营

信息、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方面，法

院给予了相关认定：以游戏角色实

机形象、角色施放技能效果等要素

组合而成的连续动态游戏画面以

及技能数据等内容，是游戏权利人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理应纳入商业

秘密的保护范畴；同时，涉案游戏

软件下载量高、荣获奖项多、主流

媒体关注度高，以及版本更新前后

的核心数据均呈现较大幅度提升

等因素，足以认定涉案信息能够带

来直接、现实或潜在的商业价值。

法院判定，米哈游公司所主张

的涉案信息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

所保护的商业秘密，陈某实施了以

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米哈游商业

秘密的行为，侵害了其主张的涉案

商业秘密。米哈游的商誉和社会

评价也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判令

陈某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一比一“复刻”乐高，  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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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
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是汉乐
府《陌上桑》对汉朝女子典型装扮的
描述。文字穿越千年，让人们对古
代服饰的想象蒙上时间的面纱。这
些古代服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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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石路的岚灵花鸟市

场，因为有古玩商贩会定期在

深夜至第二天凌晨，沿马路开

设古玩“夜市”，常发生扰民情

况。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曾

被媒体关注过，相关部门曾

多次展开执法，最近不少附

近居民再次向媒体投诉。

过去的整顿，较为侧重

的做法是“堵”，而少于“疏”，

这恐怕才是问题得不到根治

的主要原因。就连附近的居

民，投诉时的建议也是希望

相关部门能引导商贩远离居

民区，安排到其他空地。

古玩“夜市”扰民折射的

是夜摊经济的管理问题。夜

摊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城市烟火气所

在，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确实考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水平。相似的问题还有餐饮

夜市噪声超标、油烟扰民等，

每年夏季都是投诉焦点。

此类问题的解决，绝不能

一禁了之、一罚了之。事实上，

与一些地方一味对设摊说“不”

不同，上海有不少新的探索。

比如上海市《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摊经

营活动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严禁

无序设摊和跨门经营，可合理划定设摊

区域，优化疏导点、管控点设置，创新特

色点设置。这些探索的特征是疏堵结

合，保证城市充满烟火气，又不失秩序。

因此，在上海，各种创意市集、特

色夜市越来越常见，甚至成为区域的

一张名片。由乱到治，其中有不少思

路值得借鉴。在近些年的城市更新中，

上海不少花鸟市场消失不见，如“子洲

路花鸟市场”“曹家渡花鸟市场”……不

失为一种遗憾。如今，岚灵花鸟市场已

成沪上花鸟鱼虫爱好者为数不多的打

卡点，它的去留问题也一直被关注。

希望古玩“夜市”早日洗脱扰民的

“污点”，成为城市生活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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