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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孟玥岑一身橘红色唐袍出现，让等

在门口的记者眼前一亮。

孟玥岑是毕业于东华大学的新

锐汉服设计师，不过，她的专业并

非服装设计，上学时，她翻阅了沈

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继

而对中国古代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机缘巧合之下，2019 年，孟玥

岑开启了自己的汉服创业之路，谜

阿凰则是属于她的汉服品牌。

这些年，随着汉服热不断升级，

越来越多的汉服商家加入行业，谜

阿凰开店至今，也已经积累了 4 万

多粉丝，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

过新生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

的，孟玥岑在创业中也遇到过不少

困境。

比如有一次，她为了吸引客流，

设计制作了一款低价晋制汉服，销

售了700多套，成功打造了爆款产品。

然而，到了交货的时候，合作厂家

却做错了尺码，导致产品发出后又

被召回，最终损失巨大。“其实很

多服装厂家都要求起订量，比如一

款衣服 1000 件起，汉服还挺难达到

这个量级，即便可以少量定制，价

格也极高。这次事件后，我就自己

投资了一条汉服生产线，不仅可以

为消费者带来质量更优价格更合理

的产品，也能满足汉服商品个性化

的需求，不过，能够把控衣服的质

量以后，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孟玥岑说。

孟玥岑拿着手机为记者演示。

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谜阿凰”，

随意点进一个商品链接，里面的模

特图和商品名和谜阿凰店内一模一

样，但仔细一看店名，却是“营宇

百货店的小店”“高了商贸城的小店”

等和汉服生意完全无关的商家。

这两天，不少身着宋代汉服的年

轻人出没在上海人民广场附

近。一问可知，原来他们是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的观众，这部舞剧

以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基础，

用舞台重现大宋美学，而穿着汉服

打卡，就有机会获得该演出相关的

纪念品。

事实上，如今穿着汉服的风尚

已经不局限于走进剧场这样比较正

式的场合，日常汉服出街的年轻人

也变得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中

国汉服爱好者数量规模和市场规模

快速增长，2021 年汉服爱好者数量

规模预计达 689.4 万人，市场销售规

模将达 101.6 亿元人民币。今年两会

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设立

汉服日的新闻，也引起不少网友共

鸣。

普罗大众对于汉服的认知越来

越高的同时，汉服市场也滋生了如

抄袭山寨、版权被盗用等乱象。有

从业者表示，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维

权经验，“原创拍摄的商品图一上

架就被盗用”“正品销量受到影响”。

为此，9 月 16 日，首个中华传

统服饰版权综合服务平台——上海

汉服版权中心，在东华大学挂牌成

立。记者了解到，上海汉服版权中

心将以汉服设计为切入点，覆盖各

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谱系，为具有中

国特色的服饰原创设计提供全方位

的版权服务，助力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

汉服产业背后的侵权乱象

采访当日，徐汇区一栋写字楼

的马路边，谜阿凰负责人兼设计师

“每次我们上新的商品图和模

特图，总会被一些山寨店铺盗用。”

孟玥岑既气愤又苦恼，因为模特图

虽然只是张图片，但拍摄主题、商

品介绍文字，都是她花了很多心力

想出来的。一次她拿到自己设计的

汉服样衣，特意驱车三个多小时到

最近的沙漠进行取景拍摄，后期还

需要进行 P 图、视频剪辑等工作；

今年暑假，为了拍出符合服装氛围

的模特图，她和同伴还在绍兴待了

一个多月，一边为汉服设计选取面

料、汲取灵感（绍兴是亚洲最大的

布匹集散中心，纺织产业是当地第

一大支柱产业），一边冒着酷暑拍

摄模特图。“他们盗用了我们的图

片卖衣服，但发货地、店铺名都是

山寨的，不仔细甄别，消费者很容

易被误导下单，不仅会导致我们店

铺的订单损失，还可能影响品牌声

誉。”孟玥岑介绍，淘宝平台虽然

也有原创保护机制，但认定繁琐，

她的相关作品还无法享受原创保护，

碰到侵权十分困扰。

“因为不是服装设计专业出身，

对于服饰的版权保护并不了解，碰

到侵权，我们这样的小企业也不知

道能做些什么。”孟玥岑向记者道

出了自己的困惑。

事实上，即便是拥有版权保护

意识的汉服商家，也难免被各种侵

权弄得不胜其扰。10 年前就踏入汉

服设计领域的繁韶品牌创始人饭饭，

对版权保护的认识更早也更深刻。

“我本身是服装设计专业出身，在

学校时老师就告诉了我们很多服装

版权方面的知识，所以创立品牌以

来，在商标注册和服装版权申请方

面，都有很强的意识。”然而，为

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饭饭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