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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像凉凉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
数，汉服走进日常生活，古风与现代无缝
衔接。

在英国留学的宁波姑娘沈汐，最近
穿汉服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无论是到朋
友家做客，还是到餐厅吃饭，她都会穿上
传统服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国
传统节日，她都不会错过展示汉服的机
会，还有出门旅行、逛博物馆也会穿。

去年中秋，她穿上汉服、戴上头饰，
和“同袍”们穿着汉服漫步在大英博物馆
的长廊中。古老的文物和她们的身影交
错，仿佛穿越了千年。这一独特的景象
吸引了英国当地媒体的关注。

在沈汐看来，汉服之美不仅体现在
第一眼“很美”，而在于它承载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与传统礼仪的规范。

例如，汉服的宽大袖口象征着天道的
圆融；汉服上的云纹、龙纹、凤纹等图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被视为祥瑞的象征，
寓意吉祥如意、天下太平，是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祈愿；深衣的设计将上衣与下裳
融为一体，同时在腰部又巧妙地将二者区
分开来，这种设计不仅让穿着更加方便，
也体现了对立与统一的和谐秩序，反映了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想。

“汉服不仅是一种服饰，更是文化的
传承和体现，它通过每一个细节，传递着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穿上汉
服，整个人的气质都会不一样，这是独属
于中国人的浪漫。”沈汐说。

国外留学多年，沈汐发现外国人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经常有外国
朋友主动问她服装的历史、图案的寓
意。受到鼓舞的沈汐，几乎每周都会穿
上汉服、旗袍等各式中式服装出门，向更
多人展示、介绍服装背后的中国历史和
文化内涵，在异国他乡传递文化自信。

记者 林微微

当年轻人遇上国风

传统服饰藏着

淡 雅 的 汉
服、精致的妆容、
衣 袂 飘 飘 ……
00 后奥运冠军
陈芋汐，身穿经
过改良的汉服，
拍摄了一组庆
祝生日的照片，
纪念她 19 岁的
生日。

不仅奥运冠
军，身着汉服出
行已成为许多
年轻人日常装
扮的一部分。

年轻一代为
何对中式穿搭
情有独钟？对
他们而言又承
载 着 何 种 意
义？中秋节前，
记者采访了多
位汉文化的爱
好者，观察他们
如何以自己的
方式展现传统
民俗文化，让更
多人看到国风
传承与青春活
力的融合呈现。

中秋前夕，一段详细介绍不同朝
代花灯习俗的科普视频，在社交媒体
上传播。

视频中，一群身着不同形制汉服
的年轻人，齐聚海曙月湖公园。她们
举着兔子灯、鳌鱼灯、滚灯、螃蟹灯
……生动展示了从汉朝到明代花灯
的演变过程。

视频是“和宜国风研习组”团队
创作的，背后是10多位热爱汉文化的
年轻人组成。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尤
其是周末或节假日，以汉服为媒介，
定期策划和展示各种重要传统节日
的民俗文化。

“通过还原和展示，我们希望观
众们了解不同朝代花灯的变迁，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
魅力。”研习组成员刘叶透露，这段视
频她们前后策划了一个多月。

为让视频内容权威可信，她们参
考古画《生平乐事图册》《上元彩灯
图》，复原中国传统花灯。研习组成
员希望以此形式为中秋节增添节日
氛围，同时以花灯这一文化符号，让
更多人对传统习俗有更深的认识和
了解。

从接触汉服，到逐渐学习、领会、
传播其背后的文化，大概是每一个

“入坑”汉服“同袍”的使命感。
2023年8月，主创团队郑谧、章

雯琳和刘叶与一群热衷于传统文化
的女生相聚，她们讨论发现，当下许
多人将电视剧中的“古装”“仙服”等
道具服装误认为是汉服，并搭配现代
风格的妆容，无法精准传达和展现汉
服文化的真正之美。

这群年轻人来自各行各业，每个
人的“入坑”契机不一样，接触汉服时
间长短不一，但共同的爱好，让她们
一拍即合。她们决定以自己的方式
传播汉服文化：复原古画中的人物。

“和宜国风研习组”成立以来，她
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一系列服装，
吸引了大量关注和好评。其中，以古
画系列为主的仕女图尤为受欢迎。

不少听起来颇具现代感的服饰，
实际在千百年前就已经风靡一时，成
为当时的时尚潮流。这些传统服饰
的再现也启发了很多网友，“原来现
在流行的许多服饰设计巧思都来源
于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每一
套服装，均经过资料查阅和古籍研
究，复原历史人物的形象，这种方式
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加具象、更鲜明、
更贴近生活。”章雯琳介绍，服饰最能
直接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感受来自
远古的文化力量。

“我们想让更多人认识东方之美，
走进正确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研习
组成员带着宏伟的梦想，坚定走在文
化传承之路上。

9月13日，与“同袍”们穿着喜欢的
汉服聚会，对凉凉（化名）来说，是一种仪
式感，“这装扮一上身，流传在古诗词、古
画中的氛围感就来了。”

凉凉，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大二学
生，自小学时期便开始接触汉服文化。
他回忆，当时校园内兴起汉服复兴热潮，
那时起便对汉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他对古代官制与服饰图案之间的联
系进行过深入研究，能辨识出不同朝代
服饰的演变与差异。

“大学给我提供了更多探索个人爱
好的时间，我加入学校汉文化社团，负责
策划和组织各类汉文化活动。”凉凉分
享，在社团中，凭借自己对服饰文化的独
特见解和从小学习舞蹈的经历，经常担
任组织者的角色。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校园生
活，也有机会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分享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精髓。”凉凉会在
课余时间带领和指导舞蹈课程，将传统
服饰与舞蹈艺术进行结合。

因对汉服的热爱，凉凉收集了各个
朝代的服饰，数量多到足以开设一家租
赁店。他的收藏品丰富多样，从华丽的
唐代服饰到简约的宋代衣裳，应有尽
有。凉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并接触到汉服文化。

他表示：“我的服装收藏较为丰富，
许多同好者和朋友们都会来租借这些服
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认识
到汉服的魅力，进而了解和传承这一悠
久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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