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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娅来洛拍摄汉服写真、董明珠两次穿汉
服打卡洛邑古城……时下，在洛阳体验汉服、感
受“穿越”的潮流仍在持续。洛阳汉服火爆出圈，
谁来为创意保驾护航？洛阳发展汉服产业，可向
哪里寻求助力？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汉服
版权中心顾问专家、《中国汉服产业发展报告》核
心编委、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原副院长
万艳敏。

保障商家权益
避免侵权乱象

2023 年以来，洛阳汉服频频出圈。面对“泼天
流量”，洛阳大力发展汉服产业，目前，汉服相关商
家已超过 1200 家。“洛阳汉服产业发展速度之快，
超乎想象。”万艳敏说，现在的洛阳与自己 4 年前来
时相比变化很大。

在上海汉服版权中心项目研究过程中，万艳
敏发现，无论是线下开设的诸多汉服体验店，还是

线上运营的汉服原创品牌，其汉服妆造、服装设计
里存在的创意，作为核心竞争力，被侵权现象屡见
不鲜。“洛阳汉服产业发展快、覆盖面大，若想品牌
化推广，应未雨绸缪避免侵权乱象。”她建议。

万艳敏举例，一些汉服店铺或摄影师，存在盗
用他人原创成果图片并挂在店内或互联网平台上
误导消费者的情况，是较好认定的侵权行为。同
时，洛阳文博资源丰富，不少商家将出土文物和古
代书画等作为原创作品的灵感来源，对此她提醒，
类似具有原创元素的设计也可登记版权，若日后
涉及侵权可方便维权。

“许多商家也因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经
验而放弃维权。”万艳敏表示，侵权行为会打击商
家原创积极性，进而影响市场活力，洛阳应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及时为更多从业者补上这
一课。

打造汉服品牌
洛阳可求助“外脑”

“打造品牌，不要急于求成。”万艳敏曾承接大
量企业品牌策划，依据自己的经验，她为洛阳打造
汉服品牌给出建议。

在她看来，洛阳想要将汉服文化打造成一个
享誉全国的品牌，“品牌意识”是关键。“这一意识
不能局限在某几个商家、企业，而应覆盖整个‘上
层建筑’到一线市场的全体从业者，所有人均具备
这一主观能动性，才是品牌打造的良好开端。”万
艳敏说。

她介绍，自品牌营销的概念传入中国，其运营
操作便有一整套基本规范，这一规范也可以说是
行业规律，颇具专业性。万艳敏建议，洛阳可借助

“外脑”，如企业、高校等进行系
统性规划，令其为洛阳提供具有
前瞻性、专业性和引领性的实践指
导。“当然，规划的实施是一个长期
投入的经营活动，存在培育周期，
急于求成恐难‘结果’。”她说。

除此之外，万艳敏认为，国内许多时尚品牌出
现晚，品牌经营欲突破国际同行的“天花板”，难度
极大，但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在
哪儿，其发展优势与话语权就在哪儿。“洛阳在这一
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是汉服文化发展的优质土壤。”
她说。

汉服产品研发
可向高校寻求助力

2023 年，洛阳首个汉服产业园在汝阳县投
产。目前，全市共有 5 家重点企业专业从事汉服研
发生产，加上多家工作室，洛阳整体年产能约为
180 万套。随着产业链完善，现阶段，洛阳的“汉服
热”已不局限于“一租了之”的服装出租生意。

“老牌服装生产企业熟知服装打板和制作流程，
但在汉服形制研发和纹样设计方面有所欠缺。”万艳
敏说，即使汉服是传统服饰，其流行趋势和消费需求
也是发展变化的，如果不能紧扣市场需求开展原创
设计，就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后。

对此，万艳敏建议，关于汉服设计人才的需
求，洛阳可向高校寻求助力。她表示，洛阳本土高
校虽未开设相关专业，但郑州有不少高校培育服
装设计人才，洛阳可多吸纳周边城市青年人才，为
汉服产业增添设计新力量。

“保护与传承汉服文化，最根本、最直接的方
式还是‘活态化利用’，而发挥创意进行汉服设计
与生产，是让它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的第一步。
未来，洛阳可深化校企协同合作，携青春力量、专
业优势共同打造汉服创新发展的可持续生态。”万
艳敏说。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上海汉服版权中心顾问专家、《中国汉服产业发展报告》核心编委、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原副院长万艳敏——

做好汉服知识产权保护
打造创新发展可持续生态

“云上龙门牵手广元石窟”直播推出第四场

在皇泽寺
一睹武则天“真容”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石智卫）昨日，首
届古都文化遗产与古城文旅发展论坛在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
园明堂举行。1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老城区，共同探讨如何用
新文旅产业发展赋能洛阳文化遗产工作。

论坛以“古都文化遗产与古城文旅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
的文旅领域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代表紧紧围绕该主题，探
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之道，通过实践案例分享和经验交流
等展开思想碰撞，共同把脉文旅破圈生长的新思路，共商创新发
展之策。

近年来，洛阳围绕“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
费、移动端传播”新文旅理念，充分挖掘富集的文化旅游资
源，持续优化文化旅游产品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厚重文化的现代转化，实现新文旅产
业拔节生长。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洛阳新文旅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大
家表示，洛阳可有力推进考古文旅的发展，注重挖掘文物资
源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统筹文物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利用，用
文物内涵丰富洛阳新文旅的文化内涵，提升洛阳新文旅的文
化品质；并且，随着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的密集出台，中国入
境游市场正在加速回暖，洛阳拥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有着
打开国际旅游市场的良好基础，用青春语言讲好“洛阳故
事”，让国际友人来到洛阳变国际游人，有助于洛阳开拓国际
市场，将城市建设成为国际新文旅目的地。

首届古都文化遗产
与古城文旅发展论坛举行

发展汉服经济
助力新文旅

扫码看“云上龙门牵手广元
石窟”第二场、第三场直播相关
报道

万艳敏 （受访者供图）

昨日上午，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广元石窟研究所、洛阳日
报社联合推出的“云上龙门牵手广元石窟”大型直播活动推出
第四场。广元石窟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唐志工以《武则天与广
元》为题，为大家讲述皇泽寺背后的历史故事。

“广元是武则天的出生地，皇泽寺位于嘉陵江西岸，与广
元市老城区隔江相望，是纪念武则天的祀庙，现保存有国内唯
一的武则天真容石刻像、四川地区唯一的北魏中心柱窟，及开
凿于初唐、保存完整、雕凿精美的大佛窟，具有极高的文物价
值和艺术价值。”唐志工介绍，寺内出土的后蜀孟昶时期的广
政碑可以证实，皇泽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皇泽寺的主殿名为则天殿，武则天真容石刻像就立于殿
内。“这尊石刻像和我们想象中武则天年轻貌美的模样形成了
很大的反差，真实刻画了她老年的样子。”唐志工介绍，造像整
体高1.8米，由整块黄沙石雕凿而成。它头戴宝冠，宽额广颐，
胸饰缨络，臂绕披帛，身着长裙，双手交于腹前作禅定印，一副
佛门圣母的打扮。

有意思的是，造像头戴的宝冠前有一尊小化佛，小化佛两
侧雕饰有牡丹花枝叶，这与龙门石窟中的牡丹花枝叶基本一
致。这尊造像由头、身两部分组成。头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由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在考察皇泽寺时发现，他当即向
当地古迹保护组织报告，保存于寺内，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
皇泽寺内看到这一完整的造像。

在广元，有许多跟武则天有关的故事、传说、习俗。唐志
工介绍，皇泽寺出土的广政碑碑文记载，每逢广元有灾害发
生，当地人就到皇泽寺来祈祷，所以，从五代至今广元都沿袭
着祭祀武则天的传统。据说正月二十三日是武则天的生日，
古时百姓会齐集皇泽寺及江岸河湾隆重欢庆。“正月二十三
妇女游河湾”的习俗传承千余年，逐渐演变成广元一年一度的

“女儿节”。
皇泽寺现存北魏至五代时期的摩崖造像57龛1200余尊，

是 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
号窟（大佛窟）是皇泽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雕刻最精美的
佛窟，窟内石壁上浮雕有天龙八部群像，是国内已知时代最早
的天龙八部群像雕刻。”唐志工说，由于没有开窟题记留存，对
28号窟的年代判断只能用石窟考古方法进行分析。依据大佛
窟的形制及造像内容、题材、纹饰等特征分析，目前推测其大
致年代为武周至开元时期。

唐志工表示，“安史之乱”后，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逐
渐衰落，南方造像活动异军突起，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下半
阙，而广元石窟可谓此时的强音和华章。在这里，广元石窟兼
容并蓄，既吸收了北方造像的威严庄重，又生动展示了南方造
像本土化、世俗化的人间烟火，成为川渝石窟与中原石窟的联
系桥梁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是千年古蜀道上不
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洛阳珍贵文物亮相香港

近日，“天地之
中——河南夏商周
三代文明展”在香港
历史博物馆面向公
众免费开放，来自河
南的 150 多件（套）文
物集中亮相。其中，洛
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
遗 址 博 物 馆 的 十 余 件

（套）珍贵文物引来不少观
众“围观”。

本次展览由河南省文物
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联合主办，河南
博物院、香港历史博物馆承
办，展品涉及大型及成组的青
铜器、玉器、陶器、骨器及卜骨
等，详细介绍了河南省内重要
的城址遗迹，以及夏、商、周三
代的政治、社会、礼制及文化
面貌，让观众深层次、多角度
地感受“何以中国”。

其中，洛阳博物馆精选西
周、东周时期的饕餮纹铜尊、
玉人、玉虎、镶嵌玻璃珠山字
纹铜镜等11件（套）珍贵文物
参与此次展出，深度阐释古代
中国“择中建都”的地理观念，
介绍西周、东周时期洛阳城的
历史发展进程。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精选的参展文物有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玉戚璧、兽面纹骨
器、玉柄形器和绿松石串珠
等，让香港观众更直观地了解
夏代政治、社会、礼制和文化
面貌，打开华夏第一王都的

“文化密码”。

这面洛阳博物馆馆藏的
铜镜，1992 年出土于西工区
战 国 墓 。 铜 镜 正 面 打 磨 光
滑平整，背面饰弦钮，有一
个圆钮座，钮座外面装饰有
6 个山字纹，其间镶嵌 18 颗

“蜻蜓眼”式样的玻璃珠作
为 装 饰 。 洛 阳 博 物 馆 讲 解
员介绍，“蜻蜓眼”式样的玻
璃 珠 最 初 由 古 埃 及 向 外 传
播，流行于地中海和伊朗地
区，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
原，数量稀少，价格昂贵，深
受 当 时 王 孙 贵 族 的 喜 爱 。
所 以 ，这 枚 铜 镜 也 见 证 了
2000 多年前亚欧大陆两端
的交流。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黄超 赵腾宇 文/图

这件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馆藏的绿松石串
珠，于1981年出土于二里
头遗址。它由 88 颗绿松
石珠管组成，单个珠管最
长 2.8 厘 米 ，最 短 0.4 厘
米，大小分布均匀，打磨规
整，由细线穿孔相连。考
古专家推测，这件绿松石
串珠主要用于装饰，应是
身份地位的象征。

主办方表示，本次展
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
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
室的合作项目——“中国
通史系列”的首个展览，
该系列展览将按照时间
顺序介绍从夏商周至现
代中国的各个重要历史
时期。展览将持续至7月

8日。

战国镶嵌玻璃珠
山字纹铜镜

西周玉虎

这件玉虎现藏
于 洛 阳 博 物 馆 ，
1964年出土于北窑
西周墓，长 16.4 厘
米，高4.9厘米。该
文物使用了圆雕技
艺，虎四腿蜷曲爬
卧，头部下垂，咧口
竖耳，后尾上卷，身
上刻有精致花纹，
代表了西周时期高
超 的 玉 雕 工 艺 水
平。洛阳博物馆讲
解员介绍，玉虎最
妙的是选料恰到好
处，虎的耳、颈、背
为 黑 色 ，头 、尾 、
腹、腿为青色，创作
者将玉料的杂色与
虎 的 形 态 巧 妙 组
合，增加了虎的真
实感，寥寥数刀便
刻画出老虎张口欲
食的动态，充分展
示了老虎的凶猛、
威武。

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串珠

这件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馆藏的玉戚璧，出土于二里
头遗址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玉
戚璧是玉璧和玉戚的结合，为
二里头文化典型的有刃礼器之
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讲
解员介绍，这件器物长 9.6 厘
米，宽9.1厘米，通体抛光，器身
接近圆形，中间有一个圆形大
孔，两侧有扉齿，下部被切割为
多齿状的外弧刃，造型精美，是
不可多得的珍品。

二里头遗址出土
玉戚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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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挑选其中几件文物，咱们一起认识下——

> >

>

武则天真容石刻像武则天真容石刻像2828号窟号窟（（大佛窟大佛窟））

皇泽寺石窟皇泽寺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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