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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上街“演戏”者屈指可数；如今，“汉服出行”时成群结队

近日，一场名为“汉服出行，行走大运”的活动，以西瀛里明城墙为
起点，沿大运河的北岸绿色步道，最终到达同济桥。参与者们身着不
同朝代、不同风格的汉服，把“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纷纷穿给市民们
看。这是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州汉服社在中国汉服复兴 20 年之
际自发组织的社会科普活动。

每年的11月22日，在汉服文化圈里，被看作“汉服出行日”，这是为
纪念2003年汉服重现街头而约定俗成的。在常州，20年来，汉服爱好者
从零星数位逐渐扩展到如今的近千名，从最早的发起人和推动者之一“欢
欢延陵人”，到如今“敏敏”“月牙儿”“薇晓”等活跃组织者，从高校里的大
学生社团，再到警营里穿着汉服沉浸式反诈的“萌新”们，这群人念念不忘
的初心是，让汉服日益走进大众的生活日常。

■何嫄 图文报道 部分图片由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州汉服社提供

在“汉服出行日”启动仪式现
场，“欢欢延陵人”背着自己的“行
囊”——这是一块可以将随身东
西放在中央，两次对角包起来打
后，手挎或腰背都可的包袱皮，这
是古代行旅的必备物——不停地
帮着这次活动的发起组织者、常
州市民协汉服社副社长“敏敏”，
招呼大家赶紧去西瀛里明城墙处
集合拍照。

在“欢欢延陵人”这位资深常
州汉服爱好者眼中：“汉服，全称
汉民族传统服饰，也叫汉衣冠，其
实是一种再造的传统，也是文化
根脉的再续。”他说，2003 年 11
月 22 日，郑州的王乐天穿着由薄
绒深衣和茧绸外衣组成的汉服，
走上了郑州街头。这被视作“汉
服复兴运动”的重要源起。

“欢欢延陵人”就是在 20 年
前通过网络论坛开始接触到汉服
的，他与几个同为汉服爱好者的
朋友，四处寻找面料开始复原衣
服。2006 年，“欢欢延陵人”与另
一个朋友“穿着汉服逛南大街”引
发热议，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常
州最早的汉服社，隶属于常州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

随着常州市民协汉服社的一
届届换新，最近几年的汉服社会
普及活动，都由“敏敏”担任了组
织者的角色。作为“80 后”，“敏
敏”说自己对汉服的兴趣，最早源
于小时候看武侠影视剧后“披着
床单演小仙女”。“如果追溯到三

皇五帝时的‘垂衣裳而天下治’，
我们可以推论汉服发展的历史已
经非常悠久了。我们关注汉服，
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本身的传统
之美。”“敏敏”说，上衣下裳是汉
服最早的形制，《汉书》中就已有
了“汉服”的称谓。在她眼中，唐
代的服饰雍容华美，宋代则低调
素雅，明代汉服沉稳大气⋯⋯随
着传统文化崛起、民族自豪感增
强，在社交媒体传播、跨界融合等
助推下，汉服复兴逐渐成为一种
时尚与潮流，在当代社会正焕发
新活力。

2020 年起，“敏敏”与汉服社
的小伙伴们一起发起了全市的

“汉服出行日”活动，第一次走的
路线是从西瀛里明城墙经过前后
北岸历史文化街区直至终点东坡
公园。去年则是从市民广场走到
了常州博物馆。一次次的“汉服
出行日”，参与者最初只有数十
人，如今已逐渐扩展到了数百人；
从仅有社会爱好者个体参与，到
如今是呼朋引伴前来，还有高校
社团共同加入；所穿汉服的形制，
也逐渐从集中于宋明，转而囊括
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等
各个朝代。更让“敏敏”欣喜的
是，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并欣赏
到了汉服之美，“以前总会有人说
是‘演戏’的，但这回我好多次都
听到有经过的家长告诉孩子说，

‘你看，她们穿的汉服多好看！下
次我们也穿！’”

在汉服圈子里，汉服爱好
者会把彼此互称为“同袍”，或
叫“袍子”，取的正是《诗经·秦
风》里的诗意，来表达同好同
行的欣悦。今年的“汉服出行
日”里，就涌现了一批特殊的

“新袍子”——南大街派出所
的女警们，穿上汉服，化身成
为穿越而来的女侠，驻守在

“南派反诈小铺”，举着令牌向
来往路人宣传要在日常生活
中提高“反诈”意识，将防骗防
诈谨记于心，吸引了不少市民
纷纷驻足打卡。

南大街派出所地处我市
老城区中心区域，辖区东起晋
陵路、西至早科坊、南达劳动
西路、北及劳动西路，辖区内
包含古运河文化带、“江南名
士第一巷”青果巷、西瀛里明
城墙等。女侠之一、该所教导
员翟晓雯说：“我们不久前刚
刚接触到了汉服文化，参与

‘汉服出行日’，是想尝试创新
形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反诈意
识。”

翟 晓 雯 介 绍 ，此 前 南 大
街派出所曾邀请常州市民协
汉 服 社 到 所 里 开 展 了 一 次

“警韵汉风”主题警营开放日
活动。正是这次由民警介绍
警 服 百 年 变 革 历 史 、由“ 敏
敏”带领社团成员展示介绍
各个朝代服装妆造的双向科
普，让大家兴起了“穿越”的
念 头 ——“ 中 华 传 统 服 饰 与
民族文化的魅力，很自然地

就吸引了我们。就在想，如
果我们把‘反诈’宣传结合起
来，是不是会更好玩一些，也
让市民更能记住呢？”

“我们之前去派出所，展
示了大约十来种形制的汉服，
从晋时直袖上襦搭配交窬裙，
到唐代圆领半臂上衫配齐胸
裙，再到宋代对襟上袄加百迭
裙等等都有，还由专门的妆娘
进行了妆造设计，能够很好地
体现我们的传统服饰文化特
征。”“敏敏”说，今年“汉服出
行日”当天，她们还帮助翟晓
雯和同事们搭配了适合的妆
造，更好地展现英姿飒爽的女
侠风采。

“我们今年是以方阵形式
集结后出行的。”“敏敏”说，除
了反诈女侠小分队外，还设置
了“NPC”组别，即部分人分别
扮演了将军、月老、天官等角

色，沿途对市民进行“赐福”小
互动；还按照服饰的朝代特
点，分别以汉、唐、宋、明等进
行主题划分，大家还纷纷配上
了极具朝代感的道具，比如汉
代用来遮面的“便面”。

此外，“敏敏”说，常州的
汉服爱好者，不少来自于高
校，这次“汉服出行日”就有常
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常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大学 4 所
高校的 50 多位学生在老师们
的带领下前来参与。“我们今
年仍然是每周开两次汉服社
团课，带着学生们更详细地去
了解汉服的相关文化。”常高
职老师“月牙儿”说。而据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老师“薇
晓”说，常州各大高校陆续也
在系统开设越来越多的汉服
社团课。

“到现在，汉服复兴已经
20 年了，我们今年自发活动，
是与全国各地的汉服组织、汉
服群体一起联动，号召所有汉
服同袍一起为汉服文化的传
播做点贡献，也鼓励那些喜欢
汉服却因为身边穿的人不多、
文化氛围不足而不好意思穿
出来的人一起有仪式感地勇
敢穿出来。”“敏敏”说，身边有
不少朋友是把汉服当日常穿
搭的，“这么美的民族服饰，为
什么不穿呢？”

作为常州的资深“袍子”，
汉服品牌“衿娥传统服饰”创
始人之一的“善棠”觉得：“中
国人到底怎么看待自己的服
饰，其实可以衍生出关于儒家
仁爱孝义等等话题的讨论。
文化底色决定了思想意识，并
通过服饰表现出来。衣冠复
兴，中国人的文明底色也在重
焕色彩。”今年，他就与妻子、

“衿娥”的联合创始人“善良的
吃货六”，一起策划并实施了
在常州博物馆内的汉服展陈，
参演了“常博奇妙夜”“国宝营
业中”情景式历史文化展演
等。

每到传统节日，在我市各

大景区等处，总能看到不少穿
着汉服的身影。市民沈女士
就是这样一位，她不仅自己
穿，还将自己 7 岁的小女儿也
打 扮 成 仙 气 飘 飘 的 汉 唐 造
型。“发型也很考验人，这次，
我就找了视频研究了下丫髻
到底是怎么扎的！”她说，千万
不要被影视作品带到“沟”里
去，我国古代成年女子的头发
并不会大量披散下来，这是非
常不礼貌的，总会按照一定的
规矩束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汉服
爱 好 者 活 跃 人 数 约 为 2000
人；目前“常州汉服”微信共有

3 个群，总人数 1000 余人。每
逢活动，大家都会盛装打扮，
把“汉唐宋明”穿给众人看。

“唯有让大家更多了解汉
服的渊源流变、形制之美、文
化内涵，并再次基础上复原、
穿搭、妆造、礼仪等，才能让大
家更好地选择要不要让汉服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敏
敏”说。近几年来，“敏敏”和
常州的“同袍”们还在不断复
原古画场景、传统节庆等，并
逐步推广日常汉服穿搭。“这
不，我们最近又在‘常州汉服’
微信公众号上推了期上班可
以穿的汉服搭配呢！”

汉服出行日不断“扩容”

与“反诈”等进行互动结合

当“穿汉服”不断日常化

把“汉唐宋明”穿在身上的常州“同袍”已破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