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2
2016年
4月9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李
亚
楠

小朋友
T台秀呼吁保护自然

清明
北京上演春花时装秀

古代清明节
踏青春游保护生态

艺术家
仙人掌上作画惟妙惟肖

完全遵照历史设计服装
技术上难实现， 艺术上没必要

“影视作品故事发生年代距今越
久远， 创作者发挥度越大， 年代越近
对历史的忠实度一般来说则越高。 但
影视剧毕竟是艺术创作而不是考古节
目， 不是纪录片， 更不是服饰史教科
书 ， 服装设计没必要完全遵照历史 。
要了解历代服饰的真实情况， 应该看
史料而不是古装影视剧 。” 从事电影
人物设计实践与研究多年的北京电影
学院教师夏晓春说。

许多观众要求古装剧的服装设计
完全遵照历史， 这在专家看来是不可
能实现的。 据夏晓春介绍， 汉代的服
饰只有从马王堆帛画中依稀可见其踪
影， 原貌细节难以考究， 拍摄相关题
材的作品， 服装设计师必须发挥创造
力 。 然而即便故事题材不那么久远 ，
复制历史服装也不现实。 北京电影学
院教师王展说， 服装最基本的特征无
非款式与颜色， 我们今天广泛使用化
工染料给衣服着色， 而化工染料的历
史不过200年， 我国古人是用植物染色
的 。 “即便我们恢复植物染色技术 ，
工艺上也很难与古人一样， 颜色也必
然是无法完全一致的。 完全遵照历史
设计古装剧服装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
实现。” 王展说。

复制历史服装不仅技术上不可
行， 艺术上也没必要。 王展表示， 不
管古装影视剧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朝
代， 观众总是当代人， 艺术作品的服
装设计必须考虑当代人的审美习惯和
呈现在镜头下的视觉美感， 古代服装
的真实款式在今天的观众看来， 很可
能并不好看。 远的不说， 仅仅找一张
民国时期文人们心目中的美女林徽因
的照片与当下的美女对比一番， 便可
知道审美风尚的转变有多么快了。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设计师可以

胡乱设计服装。 知名服装设计师陈同
勋曾一手打造电影 《梅兰芳》、 电视剧
《甄嬛传》 的服装， 以及古装剧 《芈月
传》 的服装也出自陈同勋之手。 他说：
“我们在设计服装时， 对每个朝代服饰
的基本特征是必须遵守的， 比如电视
剧 《甄嬛传 》 时代背景设定为清代 ，
那么服装肯定要以旗装为基础， 后妃
服装较宽大， 文官的补子绣禽类， 武
将的补子绣兽类。 至于细节， 设计师
的发挥空间很大， 清代服饰极为繁复，
原样搬到荧屏上并不好看， 反倒是设
计师没有独立艺术理念的表现。”

陈同勋说， 设计师除了要考虑细
节， 还要把握整体。 电视剧 《甄嬛传》
中多次出现后妃集体露面的情况， 这
就要斟酌衣服颜色的 搭 配 ， 让 镜 头
扫 过 时 人 物 之 间 在 着 装 上 有 所 区
别 。 电视剧 《芈月传 》 故事发生在
秦代 ， 历史记载秦人崇尚黑色 ， 但
设计服装时不可能让各个角色都穿
黑色， 那样的话画面太过压抑， 远景
时观众甚至看不出荧屏上的人是谁 。
这些问题设计师都要考虑周全， 不是
一句 “遵照历史” 就能解决的。 如果
真的遵照历史， 镜头里一色黑衣， 恐
怕骂声要更大。

服装大体融合历史元素即可
突出作品风格、 塑造人物最重要

影视剧的服装设计与时装秀的服
装设计虽说都是服装设计， 其实差距
大到二者几乎是两个不同的行当。 陈
同勋说： “时装秀侧重流行性、 群体
性、 产品性， 而影视剧的服装承担着
塑造人物 、 突出作品整体风格的任
务。”

青年服装设计师方思哲是电视剧
《武媚娘传奇》 的服装设计师之一， 范
冰冰饰演的武则天登基时所穿的服装
就是方思哲一手打造。 “我没有囿于
唐代的局限， 而是采用大古装的概念，

登基这套衣服刺绣极多 、 花纹复杂 ，
领子的款式是西式的， 目的是让武则
天的形象和气势得到突出。 若完全按
唐代风格设计， 观众反而会觉得女皇
气魄不足。”

除了塑造人物， 影视剧的服装还
要与整个作品的风格和美学追求相统
一。 夏晓春说：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
作品的服装写实性强， 而戏说的、 写
意的、 表现主义的作品， 服装创造性
更大。” 夏晓春以 《英雄》、 《秦颂》、
《荆轲刺秦王》 三部以秦代为背景的电
影做比较， 清晰地诠释了这一问题。

《英雄》 风格高度写意， 强调大
场面， 武打动作具有舞蹈美， 因此它
的服装追求现代感 ， 风格简洁飘逸 ，
讲求大的色块关系而非细节。 《英雄》
中的秦始皇着武士装上朝， 传达的是
设计师和导演对秦始皇穷兵黩武特性
的认知与凸显。 《秦颂》 故事与民间
野史关系很大， 民俗化特点突出， 它
的服装色彩丰富多样 ， 款 式 上 相 对
《 英 雄 》 更 加 贴 近 历 史 依 据 。 而
《荆轲刺秦王 》 着意突出的是史诗
感 ， 它的服装因而更加写实 ， 规避
了多样的色彩， 寻求一种历史的庄严
与古朴。

作品的美学追求及塑造人物的需
要都远比遵照历史更直接、 更有力地
影响着服装设计师的创作。 而作为一
名有责任感的服装设计师， 重要的问
题不是是否符合历史， 而是寄托一份
直面当下的文化责任。 陈同勋说， 前
几年曾有某外国导演请他为一部中国
题材古装电影设计服装， 导演要求剧
中一些角色的服装参照古罗马风格 ，
以表现相应角色征战天下的战斗能力，
遭到陈同勋的拒绝。 “中国文化不是
强权文化， 而是以宽广胸怀接纳世界，
文化立场有偏差的作品我不会参与创
作。 我认为这一点是比服装完全符合
历史更加重要的。” 陈同勋说。

摘自 《中国文化报》

近 日 ， 约 旦 河 西 岸 Aseera Ash鄄
maliya村 ， 巴 勒 斯 坦 艺 术 家 Ahmad
Yasin在仙人掌上作画惟妙惟肖。

近日， 设计师谢家齐时装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本季发布主题是： “拯
救小女王”， 以大型儿童影视剧 《地球
小卫士》 为背景， 呼吁人类珍爱和平，
避免战争， 爱护大自然、 保护环境。

清明小长假第二天， 北京各大公
园内的赏花民众纷纷举起相机为春天
留影， 留住姹紫嫣红的春花。 北京一
对母子以 “春姑娘的时装秀 ” 为题 ，
用镂空的图案让北京的春天在画纸上
“走秀”。

4月4日， 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
又叫踏青节， 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
一， 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敦煌研
究院披露一批涉及中国古代清明习俗
的壁画和文献显示， 古人当日在郊外
踏春 、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之际 ，
亦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不是服饰史教科书
古装影视剧多年来广受观众欢迎， 然而几乎每有一部古装影视剧热播， 各种各样批评其不

符合史实的 “知识帖” 就会在网络上疯传， 其中服装设计因最为直观而成为众矢之的， 从早些
年的电影 《英雄》 到电视剧 《甄嬛传》， 再到近期热播的 《武媚娘传奇》， “乱穿衣服” 的指责
不绝于耳， 《武媚娘传奇》 的重新剪辑更把这一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这些批评究竟是一些人不明就里的一厢情愿， 还是服装设计师们真的太过不学无术呢？

古装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