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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影视剧对四川汉服产业的影响研究

——以重回汉唐为例

谢馨雨　张　垒　王筱竹
四川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现阶段，古装影视剧的播出如火如荼，在剧情之外，其美轮美奂的服装、饰品等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此

背景下，汉文化的宣扬逐步展开，汉服产业逐渐兴起，国内掀起汉服热潮。此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古装影视剧与汉服产

业高速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助力汉文化的继承、宣传活动的开展，同时为相关汉服产业分析市场现状，抓住商机提供资料

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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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古装影视剧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大

幅的提升，一大批题材新颖、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古装影视

剧相继上映，其中包括 2018 年的《延禧宫略》、《香蜜沉

沉烬如霜》以及 2019 年的《长安十二时辰》等。在我国古

装影视剧高速发展，开始占据一定市场地位的当下，汉服产

业作为新兴产业也开始被人们广泛了解，喜爱汉服、购买汉

服的人数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国内对汉服文化的传承和宣扬

也相继展开。2002 年 2 月 14 日，“华夏血脉”在新浪舰船

知识网络版军事历史论坛发表《失落的文明——民族服饰》

帖子，主体参与人群为 70 后、80 后和 90 后的汉服运动就

此展开，近几年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进

来。汉服的复兴和推广形势一片大好。

2 研究目标和方法

基于目前古装影视受欢迎的火热现状，汉服开始走向

群众，被越来越对多人关注和喜爱。探索古装影视剧与“汉

服热”产生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汉文化的继承、宣传活

动的开展，也有助于相关产业分析市场现状，抓住商机。本

课题将通过对汉服与古装影视剧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在古装影视剧盛行的当下，结合古装影视剧对“重回汉唐”

汉服店铺的影响，研究四川汉服产业的兴起与古装影视剧之

间是否存在联系。同时进行问卷调查，从各个方面研究古装

影视剧对汉服产业的发展是否存在推动作用。

3 文献综述

弓萱漪，张立明（2013）对汉代女子服饰在现代影视

剧的运用指出：为了配合影视剧人物性格特征及当下时代特

色，在拍摄影视剧时往往会对汉服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以

符合大众审美。蔡蓉博，李晓蓉（2015）分析了当下古装影

视剧中汉服的具体呈现，汉服色彩在影视剧中的艺术特色以

及现代化的创新演绎。郝英英（2012）以古装影视剧《孔雀

东南飞》为代表对还原真正汉服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现下

大多古装影视剧中，服装更注重精美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

了观众对汉服的定位。

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关于汉服与影视剧的相关文献研

究，主要是针对汉元素及汉文化在影视剧中的应用。汉服产

业的发展与影视剧的联系还未有深入的研究。

4 古装影视剧中的服饰应用与发展

4.1 从《延禧宫略》看汉服在电视剧中的应用

我国古装剧具有独特历史底蕴与文化审美。每隔十年，

古装影视剧都会呈现别具特色的整体面貌。2018 年播放量

前十的影视剧中，有五部是古装剧，其中四部更是占据了前

五名。《延禧宫略》则以 181.8 亿的单年播放量稳居第一。

《延禧宫略》自播出日起热度就高居不下，女主角的

新颖定位，导演对清代服饰、配饰的深刻研究都是其成为热

剧的理由。全剧复古配色让人仿佛置身清代宫廷，无形中掀

起了一股文化热，剧中角色考究的服饰色彩与别致的配饰将

我国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带回了大众视野。

剧中，富察皇后在寝宫所着便服参考了清代便服的一

般样式，其整体色调较素，便服平袖口，有少量刺绣花样，

色调淡雅。除此之外，高贵妃时常穿戴的珍珠衫灵感来源于

慈禧太后的旧照。其中还原度极高的服饰中包含了富查皇后

与高贵妃的吉服，两套衣服甚至连花纹及每个图案的位置都

与历史照片相差无异。而遵照历史，在穿吉服时是不应该佩

戴领约的。但这样细微的改造在凸显人物性格方面却发挥了

独特作用，淡黄色突出了富查皇后的恬静温婉，红色则突出

了高贵妃的张扬跋扈，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的立体。

由此可见，在古装影视剧中完全还原的运用汉服并不

可能，稍加改造后却能在搭配和人物刻画方面给人更加美观

和深刻的感受。

4.2 汉服与影视剧的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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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演员量身打造适合的服装是古装影视剧中刻画人物

非常重要的手段。想要充分体现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身份

地位，描绘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就必须要有合适的服装搭配

和场景设计。  

汉服与影视剧的融合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一、在选

择汉服时，需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传统文化，同时着重增

加服装的艺术感染力，平衡真实性且具有艺术性。例如，早

期热播的《甄嬛传》就做到了虚实结合，选择合适的汉服更

加真切的还原了历史；二、丰富细节，汉服对增强影视剧的

视觉效果至关重要，尤其使纹样、图案和材质等细节之处，

在边纹、针法和做工上提升视觉效果，利用造型艺术将汉服

提升为剧中焦点；三、用汉服色彩塑造人物性格，汉服色彩

的合理搭配可以改善整个古装剧的视觉画面效果。在塑造人

物性格方面，要充分考虑剧情发展、人物脾性、身份地位等，

以更好的烘托人物形象。如《武媚娘传奇》中，次要角色均

以浅色为主，衬托了人物悲惨命运，整部剧中主角和配角衣

服颜色主次分明，使得这部剧在视觉以及情感上更能还原当

时历史的场景。

5 古装影视剧对人的引导性

5.1 影视剧热播推动汉服市场

影视剧的高速发展推动汉服市场热度持续提升。2019

年汉服成交额仅淘宝平台就超过了 20 亿元。据估算，截止

2020 年，我国汉服潜在用户规模已高达 4.15 亿人。这表明，

汉服已经逐渐开始占据市场，蜕变成为一门拥有上亿消费

者、数十亿产值的“大买卖”。

影视作品和 IP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汉服文化的发展。

2018 年 12 月 25 日，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火热开播，汉服店铺汉尚华莲与其联名定制的汉服仅一个月

就取得了近百万元的销售额，成为爆款；同样，电视剧《陈

情令》的持续高热度，也使得淘宝店铺“流烟昔泠”和该电

视剧的联名款连续 3 个多月霸榜消费者最爱的汉服前五位；

“花朝记”和《长安十二时辰》联合推出的大袖儒裙几个月

里销量暴涨 12 倍；2020 年，电视剧《琉璃》的热播使濒临

倒闭的广州汉服商家汉衣晟道起死回生，店铺中一款跟剧中

主人公璇玑衣着十分相似的汉服“星云”一周内卖出近 2 万

套，相当于上半年单品全部库存。这些都是古装影视剧推动

汉服市场的范例。

再次，通过问卷调查抽取的 300 份问卷统计结果显示，

有大于 35% 的人通过影视剧认识汉服（如图表 5.1）。由此

可见汉服市场的繁荣与影视剧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在庞大的

国风爱好人群面前，我国的汉服市场才刚刚开始兴起，背后

的可挖掘空间还非常巨大。

5.2 明星效应推动汉服产业发展

至 2020 年，由方文山所发起的西塘汉服文化周已是第

八届了。作为汉服界每年的盛会之一，它对汉服、汉文化及

周边产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方文山在文

坛的影响力和在汉服同袍中的号召力，要使西塘汉服文化周

得到当地政府、企业的支持和全国汉服同袍的响应，发展到

今天的规模至少要慢上三年。

电影明星徐娇一直都有不错的曝光度。作为一名资深

的汉服同袍，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汉服的发展。她常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汉服照，多年来积极参与西塘汉服文化

周，穿汉服饰出席重要场合。徐娇汉元素店铺“织雨集”的

注册，为汉服与现代元素的结合创造了契机。当身穿汉服的

林志玲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不少纽约人为之惊

叹。当消息自国外传回国内后又掀起了一阵热潮，人们从明

星身上看到了汉服的复古典雅，那是与影视里的戏服不一样

的历史感。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产生购买汉服想法与明星穿

戴汉服、分享汉服动态等相关的，占比高达 32%。古装影

视剧推动汉服产业发展的方式中，认为明星网红效应带动消

费的比例更是达到了 33.67%。由此可见，明星效应对汉服

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6“重回汉唐”汉服店铺发展现状

2006 年 03 月，“重回汉唐”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服

装品牌，于 2006 年 12 月 17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文殊坊开业。

其“着汉家衣裳，兴礼仪之邦”的发展思路与当下消费者注

重文化传播和国民大力推行文化兴国的思路不谋而合，在顺

应时代需求的同时，“重回汉唐”注重服装产品质量，价格

适中，而由店铺掌柜张异创作的歌曲《重回汉唐》更是进一

步扩大了店铺的影响范围。

重回汉唐自 2016 年以来持续高速发展，成为汉服圈的

元老级商铺。截止 2019 年 12 月，“重回汉唐”已在全国开

出 30 家汉服实体店，还有数十家代理店，同时拥有线上店

铺淘宝、天猫各一家，在行业中不论是汉服产量还是口碑

等都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四川乃至全国的首家汉服实体店商

家，其对四川汉服产业的发展具有代表性作用，不仅如此，

其对汉文化的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7 古装影视剧播出时段“重回汉唐”同类产品销
售量对比

近年来，在各大淘宝店铺都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汉

服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占据市场，如何吸引消费者成为了汉服

商家最关心的问题。古装影视作品及 IP 的火热让商家看到

了巨大的商机。2018 年 8 月 2 日开播的《香蜜沉沉烬如霜》

在开播后的第三日就以 1.172% 的收视率登上了同期电视剧

收视率第一的宝座，同一时段，与影视剧之中男二号所着服

装相似的一款名为“霜天明月”的汉服成品销量在“重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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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汉服店中稳定上涨，日销从 8 月的 192 件逐步增长到 9

月的 245 件。在影视剧播出期间，“重回汉唐”店铺也受其

影响成为了 2018 年七八月份的销量排行榜榜首。同时店铺

在 2018 年以 31889402.21 的年销量成为 2018 年汉服品牌销

售额第三名。

无独有偶，2019 年 6 月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以 50

亿的超高播放量收官，其一大看点就是剧中对唐朝汉服的复

刻与还原。剧中女子穿戴的齐胸襦裙温婉端庄，吸引了很多

汉服爱好者。 “重回汉唐”店铺一款名为“莹妆”的齐胸

襦裙也受此影响在 7 月获得了 1657 的订单量，以该成品 6

月订单量数目的两倍拿到当月的销售量榜首。由此可见，古

装影视剧和 IP 的火热让重回汉唐店铺的销量得到了显著的

提升。

8 结束语

《延禧宫略》中对汉服的细微改造加强了对人物的刻

画，同时也使人们对汉服款式的发展方向有了不同的想法。

据调查结果显示，约 62.3% 的消费者倾向于在充分尊重历

史的条件下融入现代元素，对汉服进行改造。另外，31.6%

的消费者倾向于汉服的历史还原，对于融入现代元素并不支

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可以使汉

服市场更广阔。综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古装影视剧中汉服的

运用方式对汉服市场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引导性。

联名定制汉服有望成为汉服产业发展新方向。目前，“汉

尚华莲”、“流烟昔泠”、“花朝记”等多家汉服店铺都通

过与古装影视剧合作，定制了多款联名汉服，并且借助古装

影视剧的热度取得了不凡的销售成绩。“重回汉唐”也似乎

找到方向，与秦时明月、剑网三、梦幻西游等多款网络游戏

合作推出联名汉服，关注度及销量都十分可观。由此可见，

汉服店铺与古装影视剧、网络游戏等进行联名款汉服制作不

失为一种推动汉服产业发展的新方式。

根据热播古装影视剧对各大汉服商家发展程度及发展

方向的引导，我们不难看出，古装影视剧对汉服产业的影响

正在逐渐加深。并且，成都“重回汉唐”店铺作为国内首个

品牌汉服实体店铺，在热播古装影视剧在映期间同类产品的

销量变化显著提升，连带店铺整体收益及市场占比都有所上

涨，其所受到的影响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古装影视剧的热

播、汉服市场的火热，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汉服市场的潜

能，截止 2019 年 12 月 18 日，四川成都汉服商家数量对比

2018 年的 66 家增加了 38 家，已达到 104 家，预计 2020 年

还将持续增加。目前，汉服产业的产业总规模已高达 10 亿元，

汉服已经逐步从人们所说的“小圈子”成长为一种文化传承

和文化潮流的结合物，其产业也成为了“蓝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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