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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历史大剧《山河月明》在优酷播出后好评
如潮。该剧刻画了明朝洪武到永乐年间浩荡柔情的
时代群像，格局宏大又不失历史温度，服化道高度
还原历史且精美、考究，细节拉满，让观众感受到中
国古人的礼仪制度，受到一种无言的沁润。

服饰绣纹、颜色展现身份等级
历史剧除了故事好看，人物精彩，后期的制作

和服化道也十分重要，《山河月明》就是这样一部全
方面的良心剧集。该剧的美术指导邵昌勇曾是《琅
琊榜》《伪装者》和《北平无战事》幕后功臣，而造型
指导陈顾方和方思哲则为《倩女幽魂》《功夫》等作
品出过力，他们对作品的视觉呈现有着自己精益求
精的追求。
历史泱泱长河流淌到明代时，服饰也变得更加

注重等级化，对不同的阶层所能穿着的服饰类型、
配饰甚至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山河月明》中文官
的朝服上绣的是禽鸟，而武官朝服上则绣猛兽。这
是因为当时的官服制度规定文武官员朝服和祭服
所配之绶，按不同品级织以不同飞禽花锦，这种制
度也被称为“补子制度”，主要用于区分文武官员。
文官儒雅娴静，故着禽鸟为补子图案，彰显贤德，武
官骁勇威风，故官服着猛兽为补子图案，彰显威仪。
这些肆意流露的明朝服饰典型符号，为观众们营造
了沉浸式观剧感，铺成出一个仿若触手可及的明初
之景。
除了绣纹的差别，文武官员朝服的颜色更能体

现出这种鲜明的等级化差异。剧中有众多文武百官
上朝的场景，官员着颜色各异的官服，站立位置也
有所不同。这是参照了明代官服颜色按品阶高低进
行设置，一至四品绯色，五至七品青色，八至九品绿
色。对明朝服饰的还原将历史的沉重感藏于服饰
中，不仅能提高剧集质感，还能助力于中华传统服
饰的推广，将明朝的美学传递至千家万户。
以女子婚服为例，《山河月明》徐妙云与朱棣大

婚之日，徐妙云所着霞帔着翟纹，采用的是“翟、花
同行”模式，每一行都是翟纹与小轮花相间排列。与
《礼部志稿》记载中的“文武官命妇服饰用大衣霞
帔，既合古制，霞帔以金绣为文为等第”相吻合。明
朝的官员命妇皆以霞帔上的绣纹来彰显品级之分。
再看徐妙云大婚之日的亲王妃整体穿搭，头戴珠翠
翟冠、身穿四合如意云纹红大衫、金绣云凤联珠纹
青霞帔、金绣团凤胸背青鞠衣，既保证历史性又兼
备了审美性。

道具兼具历史性与烟火气
只要看过《山河月明》的人就一定不会忘记这

部剧集精致的布景和精美的造型。由于明朝初年定
都南京，我们在电视剧看到的宫殿风格要与一般的
明清剧集有差异，展现出一种江南美感。因此，这部
剧集多以青绿色为视觉主色，突出了明朝初年的历
史感。
《山河月明》在道具上也用心还原，尽力将明朝
生活的缩影通过道具展现出来。明代家具以朴实高
雅，韵味浓郁以及简洁明快的造型而著称，其家具
的品种、式样也极为丰富，也已经形成了成套家具
的概念，采用对称式的方法进行布置。剧中有着大
量的生活场景，不乏有众多的家具作为道具，剧中
所用的道具轮廓线条简练，装饰线脚做工细致，与
明朝家具如出一撤。
除了家具，其他道具也致力于还原明朝恢弘浪

漫的历史。《明史》曾记载道“帝每御膳，后皆躬自省
视”，马皇后虽贵为皇后，仍每天亲自操办朱元璋的
膳食。剧中以具体的场景切入展现了这接地气的一
幕，马皇后身着对襟圆领，头仅戴一只木钗子，亲自
为朱元璋下厨。舞动热烈的灶火，随处可见的锅碗
瓢盆，四处弥漫的烟雾，烟火气肆意的厨房一下子
拉近了历史与当下的距离。钗荆裙布的马皇后熟练
挥着大锅铲的场景也显得愈加真实，仿佛历史重
现，在观众对剧集的理解和对明朝美学的吸收上增
添了极大的助力。油光发亮的烧鹅、粗糙的鞋底、厚
实的烧饼等亲民元素在剧集中也随处可见。《山河
月明》中这些烟火气道具的加码，让朱元璋、徐达等
历史人物变得更加立体，不再是历史书上扁平单薄
的二维人物。仿佛这些烟火气道具为人物注入了灵
魂，观众不再对那些明朝历史人物望尘莫及。

妆容让人物更写实丰满
正如总导演高希希所说：“细节就是历史的表

情，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每一个细节的真正呈
现给观众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观众带入到一个情境
过程中，如果你这个细节出了一些差错的话，观众
就会不相信你给他讲述的这个故事。”
此外，该剧在角色妆容处理上也细致入微。朱

棣作为《山河月明》的主线人物，从一个肆意洒脱的
少年郎到王者之气四溢的帝王，前后期的差别较
大。其外在表现就是妆造，成毅饰演的少年燕王明
眸皓齿、剑目星眉，而冯绍峰饰演的明成祖朱棣束
发金冠，鬓若刀裁。从“尽其精微”到“以形达意”，通
过精美妆造打造别样个体，使人物的脸谱更加写实
与丰满。从精微处区别出生理与心理的年龄跨度，
消弭观众对历史人物的距离感从而更深刻地领略
明朝之美。
《山河月明》没有迎合快餐式产出模式化历史
剧的风潮，而是秉持“匠人之心”去挖掘历史，营造
明朝恢宏浪漫又富有温情的氛围感，拉近与观众距
离，传递了历史性与烟火气共融的明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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