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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迪奥马面裙”。

第九届夫子庙会开启仪式。此后，

中国华服日被固定下来，成为一个

一年一度的节日。

随着互联网内容平台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短视频让汉服普及变得

更加顺利。现在，汉服已不再被人

们视为奇装异服，汉服出行更是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改变，

在杨娜看来，就是汉服爱好者们始

终坚持不懈“穿出来的变化”。

“我始终认为，只有活下来的

才是文化。而汉服的复兴正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呼吁——服饰是人们生

活的必需品，而不是需要学习才能

掌握的文化技艺。对普通人而言，

‘穿汉服’门槛不高，通过不断地‘穿

着’，他们成了汉服运动的传播者，

‘穿’出了一场汉服文化复兴运动。”

杨娜在论坛上的分享掷地有声。

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真切自然的实际行动。这一点，从

汉服历年的销售数据上也能看出端

倪。据统计，2015 年至 2021 年，我

国汉服市场规模实现了由 1.9 亿元到

101.6 亿元的激增，现存汉服相关企

业达 3497 家。

首届“汉服创意与汉服版权”论

坛上，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馆长、东华大学

教授卞向阳就认为，随着民族设计全

球化观念的提出，国风服饰越来越明

显地成为一个全球化流行趋势。

当代汉服设计要以中国风格唤

醒中国意识；以中国风格丰富创意

内涵；以中国风格时尚弘扬中国文

化。“汉服本来就是从民间风起云

涌、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往 100

年后看，今天的风潮都会成为新的

传统，让产业更快地发展，我们才

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产品和选择，

穿汉服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汉服”始终处于社会现象级

热点，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博大精

深的中国文化和精彩纷呈的中国故

事是制造“汉服”时尚话题的宝库；

二是没有流行趋势的预测受限，没

有国际品牌的对标打压，为创建独

一无二的“汉服品牌”赋予了广阔

的文化空间；三是丰富的历代服饰

和成熟的服装产业链大大降低了“汉

服设计”和“汉服产业”的准入门槛，

也是汉服同袍热衷参与的基础条件。

在上海汉服版权中心的负责人蒋智

威看来，“今日之汉服拥有最为宝

贵的来自民间的年轻消费群体。汉

服是一个充满期待的蓝海市场。其

中，汉服版权的保护和授权，是汉

服蓝海市场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上海汉服版权中心未来关注的

工作重点”。

汉服版权究竟该如何保护？

今 年 7 月， 知 名 奢 侈 品 品 牌

Dior 上架了一款售价高达 29000 元

的半身裙，然而，它和中国传统服

饰马面裙相似度达到了 100%，但

Dior 在官方宣传中却称，裙子的款

式 是“ 标 志 性 的 Dior 廓 形”， 引

发传统服饰爱好者不满，“迪奥抄

袭”“迪奥马面裙”等关键词轮番

冲上热搜。

这些爱好者们认为，正常的文

化交流、文化吸收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 Dior 的行为已经可以划归为文化

挪用，抄袭的范畴，Dior 却自称原创，

这对于一个国际品牌来说，很不应

该。

引发舆论批评后，Dior 方面未

作出任何回应，只是悄悄在中国内

地官网下架了原本的半身裙。但世

界其他地区的官网上，该裙子仍在

正常出售。

因为不满 Dior 方面傲慢的态度，

随后，数十名中国在法留学生在巴

黎Dior旗舰店附近组织了抗议活动，

揭示其文化挪用行为，也为中国传

统文化发声。迪奥随即在更广范围

内下架了涉事产品，但始终没有任

何回应与道歉。

那么，Dior 的行为是否构成了

文化挪用？对此，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贾玺增在论坛上明确指出，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

在几千年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

动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它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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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r

用了马面裙的形制却没有做出说明，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今日之汉服拥有最为宝贵的来自民间的年轻消费群体。

汉服是一个充满期待的蓝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