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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虚拟仿真技术在传统服饰数字化复原中的应用,梳理虚拟仿真技术在传统服饰复原中的现状。以唐

代女子典型服饰襦裙服为例,结合文献资料、出土实物及图像分析方法,对襦裙服结构和纹样进行复原,在三维虚拟试衣

软件中完成服饰虚拟效果展示,为唐代服饰的数字化复原提供思路和方法,实现传统服饰的数字化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襦裙服;结构复原;三维模拟

中图分类号:TS9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3)11-0041-03

收稿日期:2023-09-06;修回日期:2023-09-2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ZZJH-351);河南

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23-1882);校级青年科研基金一般项
目(QK2237);校级教研项目(JG2228)

第一作者:黄晓杰(1989—),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服装数字化设计、服
装结构与工艺。

  虚拟仿真技术是在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

网络通信技术等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

种新型仿真技术。虚拟仿真在服装领域应用较为普遍

的是三维虚拟试衣技术,主要用于服装虚拟展示、动态

建模及网络服装销售等。市场比较常见的服装虚拟展

示软件如CLO3D、Style3D等,由于它们可以快速实现

参数化人体建模,实现服装尺寸推算、样板绘制、衣片

结构调整、虚拟缝制、面料纹样、仿真、舒适性预测等功

能,在企业产品设计和服装专业教学中被广泛使用。
传统服饰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传承中弥足珍

贵的遗存,体现了每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审美、文化情

趣、技术成就及政治文明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

及科学价值。虚拟仿真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服饰进行数

字化复原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传统服饰的数字化保护

和传播。相关学者研究了虚拟仿真技术在馆藏服饰和

出土服饰保护方面的应用[1-4],基于唐代出土服饰实物

与绘画、壁画及出土陶俑等资料,按照服饰类别进行唐

代女子服饰虚拟复原和马球服饰虚拟复原[5-8]。目前

唐代出土服装实物数量有限且不易近距离观察,以绘

画和文献资料为依据,分析唐代女子服饰特征,从结

构、尺寸、纹样等方面进行考证和数字化复原,从而实

现传统服饰的数字化展示,为传统服饰的数字化保护

和传播提供借鉴。

1 唐代女子服饰特征

唐代女子服饰款式丰富、纹样多样、色彩艳丽、技

艺精良,在发展变化中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初期承

汉魏北朝遗俗,以小衣长裙为主,色泽较深,少施粉黛,
配饰简约;中期则衣裙艳丽,胡服盛行,簪钗耀眼;晚期

体丰服美,衣博裙阔,妆奇佩繁[9]。其中最为典型的服

饰是襦裙服、胡服,最为典型的穿衣特征是女着男装。
唐代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服装有襦、衫、裙、

半臂和披帛。襦和衫为上衣,织物偏好罗。襦比较厚

重,为冬季抵御霜寒的衣物;衫较为轻薄,乃夏季凉爽

消暑的服装。襦的服色有红、翠、青、紫等,衫的服色有

红、黄、绿、藕、紫等。长裙是唐代妇女喜好的着装,其
他款式也有笼裙、幅裙、破裙等。服色上,红裙最受欢

迎,其次是绿裙,黄裙的追捧者也不少,其他服色有白、
月、藕、紫、蓝等[10]。半臂是穿在襦、衫外的短上衣,半
臂的袖子由短袖演变为无袖,襟口有对襟,胸口结带,
也有套衫式的。它既能束在裙内,也可罩在裙外,因为

穿在外面,所以半臂的装饰较为华丽。披帛一般用纱、
罗等轻薄织物做成,披帛的结构形制大约有2种:一种

横幅较宽,但长度较短,使用时披于肩上,形成不同的

造型;另一种横幅较窄,但长度达2m以上,妇女平常

用时多将其缠绕于双臂,走起路来似2条飘带[11]。
唐代服饰纹样在沿袭隋代以来的多种服饰纹样基

础上更加成熟华丽,充分展现了唐代富丽堂皇的文化

风貌。唐代服饰纹样最为常见、最受女子青睐的当属

花卉纹样,经历了从初唐和盛唐时期抽象而注重装饰

性风格特征的纹样,如宝相花与卷草纹,到中晚唐写实

风格的演变,如小簇花纹样,充分展示了其变化多样的

装饰风格。

2 唐代女子服饰复原方法

以敦煌壁画第130窟《乐廷环夫人行香图》中乐廷

环夫人王氏穿着的服饰为复原对象,服装款式为襦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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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包含了襦、裙、半臂和披帛,服装款式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襦的领型为交领右衽,袖口较宽,裙子

是最受唐代女子喜爱的红裙,裙腰束至胸部附近,腰头

系带,裙长曳地,服饰上布满了花纹。

图1 乐廷环夫人服饰款式

由于无法获取实物测量服饰尺寸信息,采用图像

测量得到服装尺寸与身体尺寸之间的关系,或服装尺

寸与人物关键部位的关系,再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和出

土实物,对二维图像的尺寸进行分析[12]。采用图像分

析的方法对服装尺寸进行推断,如图2所示。以袖口

为例,通过图像测量袖口尺寸约为44cm,文献记载唐

代妇人上衣袖口尺寸不能超过一尺五寸即约45cm,
图像测量尺寸与文献记载较接近,因此利用图像测量

作为服装尺寸参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9.0

160.0

136.6

96.3

22.0

10.8

图2 服装与人体的比例关系

根据孙蕾等[13]对郑州地区荥阳薛村遗址和新郑

多处遗址汉唐宋墓葬成年人骨标本的推算,得出唐朝

时期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58.39cm,接近现代女性中

间体身高160cm,因此在复原时将模特身高定为160
cm。在图2中以地面为基准,将人物身高设定为160
cm,测量图像垂直方向的颈椎点高和腰围高尺寸分别

为136.3cm、96.3cm,与 GB/T1335.2—2008《服装

号型 女子》[14]号型中对应的136cm、96cm的尺寸基

本一致,说明图像人物比例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因此

模特其他主要控制部位尺寸可参考号型标准中的中间

体尺寸,将胸围设定为84cm,腰围68cm,臀围90cm,
全肩宽39cm,全臂长51cm。

2.1 服饰结构复原

2.1.1 襦

襦是一种短上衣,长度大约在腰间位置,颜师古注

曰:“长衣曰袍,下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一曰短

而施腰者曰襦。”参考唐代仕女服装实物复原结构[12]

和北大藏秦简《制衣》对襦的形制工艺研究[15],短襦衣

长设定为47cm,胸围96cm,通袖长参考关系式(全肩

宽/3+全臂长),结合图像测量尺寸,全臂长设定为80
cm,袖口参考图像测量尺寸设定为44cm。

2.1.2 半臂和披帛

半臂是一种短袖衣,袖子长度在裲裆与衣衫之间,
衣领式样较多。结合唐代半臂结构的数字化复原[5]和

肩部拼接式半臂的款式结构[16],衣长设定为47cm;胸
围、袖口尺寸要比襦大,胸围设为100cm,袖口设为54
cm;衣长多短至腰上,袖长在臂弯上部,根据图像尺寸

测量,通袖长设为36cm。披帛横幅宽阔,围于肩背,
绕至前胸,宽度设为90cm,长度参考颈椎点高,加上

曳地部分,长度设为150cm。

2.1.3 裙

裙是衣裳以下的连接部分,唐代女子喜欢穿长裙,
初唐、盛唐时裙腰束在腋下,以多幅面料制作为潮流。
在图2上测量腰头到地面的距离为116cm,文献记载

裙长曳地不过3寸,故将裙长设为125cm。从北大藏

秦简《制衣》中裙的形制工艺分析[17]和唐代出土裙子

实物可以看出,裙子结构有5片裙、6片裙、8片裙等,
以6片裙结构为例进行复原。服装复原尺寸及结构图

见表1。

2.2 服饰虚拟复原展示

纹样是唐代十分流行的折枝花卉纹样,也被称为

小簇花,图案侧重对称艺术效果。从外形上看有的呈

圆形,有的呈向上直立状,以散点形式排列在襦裙、披
帛上。由于壁画年代久远,纹样细节显示不清,结合壁

画中的纹样轮廓进行复原,效果如图3所示。

·24· 纺织科技进展            2023年第11期     




表1 服装复原尺寸表

服装 尺寸/cm 结构图

襦
衣长47,胸 围96,通 袖 长

80,袖宽44

半臂
衣长47,胸围100,通袖长

36,袖口54

裙
裙长 125,腰 围 90,裙 摆

240

披帛 长度150,宽度90

（a）襦纹样

（c）长裙纹样

（b）半臂纹样

（d）披帛纹样

图3 服饰纹样复原

2.3 服装三维虚拟试衣

结合表1人体尺寸数据,在三维虚拟试衣软件

CLO3D中设置虚拟模特尺寸及姿态,在服装CAD软

件中完成样板并将其导入CLO3D软件中,完成裁片

虚拟缝合、服装试穿、着装调整、面料色彩设置及纹理

填充。由于裁片较多,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即襦、半
臂、裙、披帛的顺序依次设定裁片层次,避免在试穿模

拟过程中出现面料穿模。面料可以通过材质、纹理、密
度、厚度等参数进行设置,在模拟过程中实时调整面

料、色彩及纹样以达到预期效果,模拟效果如图4所

示。

图4 《乐廷环夫人行香图》服装的复原展示

3 结束语

以乐廷环夫人穿着的襦裙服为参考对象,对其款

式进行分析;通过文献资料、出土实物并结合图像分

析,对服饰结构和纹样进行复原;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实

现服饰的数字化复原,为传统服饰保护和传承提供思

路和方法。同时也存在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服饰中面

料参数、纹样装饰工艺都无法考证,因此后续需要进一

步完善中华传统服饰的实证考据工作,提升服饰虚拟

复原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实现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数

字化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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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analyzingtheperformancetechniquesoforigamiandtakingthetypicalvalleyfoldingmethodandmountain

foldingmethodinorigamitechniqueastheinspiration,theshapingmethodofpleatridgesinpleattissueswasdiscussed.Theorigami

techniquesweresummarizedintothreecategories:thestandardfolding,theringstructurefoldingandtheV-shapedfolding,whilethe

weavingpiecesofrelatedmodelingweredevelopedaccordingtodifferenttechniques.Thecommonalityoforigamitechniquesandknit-

tedpleatmodelingwasanalyzed,theconversionmethodandtechnicalpointsoforigamitechniquesinknittedfabricswerediscussed,

whiletheformationofpleatprocesswassummarized.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ssuchasfour-leveldrawingneedle,positiveand

negativeneedle,rib,weftplainneedleandyarnaddingwhichcouldshowthecharacteristicsoforigamiprocesswereexploredbycom-

biningthetechniquesofmovingring,dividingneedletofillholeandturningneedle,soastointegrateandinnovatetheancientmanual

origamitechniqueandknittedfabricdesign.

Keywords:origamitechnique;tridimensionalstructure;knittingtechnology;pleated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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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gitalRestorationofWomen'sClothinginTangDynasty
HUANGXiaojie,ZHAOXu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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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applicationof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inthedigitalrestorationoftraditionalcostumes,re-

searchstatusof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intherestorationoftraditionalcostumeswasreviewed.Takingthetypicalclothingof

womeninTangDynastyasanexample,combinedwithliterature,unearthedobjectsandimageanalysismethods,thestructureand

patternoftheclothingwererestoredandthevirtualeffectofthedresswasdisplayedinthethree-dimensionalvirtualfittingsoftware.

ItprovidedideasandmethodsforthedigitalrestorationofTangDynastycostumes,soastorealizethedigitalheritageanddevelop-

mentoftraditionalcostumes.

Keywords:Ruqun;structuralrestoration;three-dimension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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