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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子湛

或许，人往往到了即将失去的
那一刻，才意识到其珍贵吧。但无
论如何，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
们所要保护的，并非只是一处古
建，一处民居，一种方言，而是要存
留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生态，小心地
守护着她的精神与气质。扩而大
之，我们复兴汉服，并非只是复兴
一件衣裳，而是要复兴她所承载的
整个文明，复兴那些能够让中国称
之为中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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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钟爱汉文化的年轻人

“文章山水，衣冠镇江”——8月1日下
午，第二届“礼衣华夏全国汉服超模大赛”
镇江赛区选拔赛在苏宁广场举行。这是
一台霓裳裙裾、衣袂飘飘，既养眼又自信
的地方性“神仙打架”比赛现场。

30位选手身着不同形制、不同朝代风
格的汉服款款登场，眼波流转之际，佳人
才子们似从千年画卷里向观众走来，让人
瞬间穿越在汉唐盛世、魏晋风流、宋明风
雅之间。选手们或执扇拈花，或捧书击
鼓，伴着古典悦耳的音乐，举手投足间尽
显大国气度、礼仪风范。

其后，选手们展示了巴乌、洞箫、古
筝、书法、舞蹈、歌曲、朗诵等个人才艺。
知识问答环节中，汉服常识、镇江诗词、历
史文化知识等均在台上“过堂”，考验了选
手们的文化素养积累。担任首席评委的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员高逸凡现场点评、
科普、互动，选手和观众受益匪浅。

活动现场，一位身着汉服、前来观礼
的同袍兴奋地向同伴“吐槽”：在如此“魔
幻”的 2020年，对这场比赛已经期待了太
久！

高逸凡告诉记者，汉服爱好者之间喜
欢互称“同袍”。“同袍”语出《诗·秦风·无
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
我戈矛，与子同仇。”而汉服，目前被认为
是“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中国有礼
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
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汉服展现着绚丽多
彩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知来处，明去处。同袍们将穿着汉服
作为与传统文化对话，逐渐积累起一种文
化认同。

在镇江中学读高一的王同学，衣柜里
有 3套汉服。逢节庆假日，她会穿着汉服
去逛逛西津渡。“我初中时接触到汉服，特
别喜欢。父母也很支持我购置汉服。两
三年前我还不太敢穿，而现在即使穿着全
套汉服逛街也不太会招来异样眼光。我
觉得这几年汉服热潮方兴未艾，是社会包
容度、文化自信的一种外在表现。”王同学
说。

一个“佛系”的小众社团

获得官方授权、承办此次“礼衣华夏
全国汉服超模大赛”镇江赛区的是我市一
个小众社团——镇江市山水汉居传统文
化研习社。记者深入探访得知，该社团于
2011年 1月创建，并于 2016年 5月在市民

政局正式登记注册，受市文广旅局的业务
指导，截至目前社团同袍已近千人。

镇江山水汉居常务副社长王文韬，本
职工作在镇江文旅集团从事文化旅游研
究。平时，他会穿着带有汉文化元素的服
饰，透出一股儒雅气质，在开展汉服活动
的时候又着一身礼服，彰显民族礼仪。

王文韬告诉记者，提到“山水汉居”，
不得不提起他们业已坚持九年的“宗泽纪
念园祭祀大典”。

2011 年，镇江同袍、旅美博士杨子湛
在网络发布一篇《心底的故乡》，读来令人
荡气回肠。以这篇文章为契机，一群散落
于海内外的镇江学子通过网络结识，并相
约季夏时节回乡，在南宋民族英雄宗泽元
帅的墓前穿着汉服，祭祀宗忠简公（宋廷
追谥宗泽“忠简”）。他们当年这一看似冲
动的举动竟在事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经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宗家后
人的努力，2012 年宗泽墓全面修缮，2013
年建成了宗泽纪念公园。

2019年 9月 22日，镇江山水汉居组织
举办了第九届宗泽纪念园公祭大典。来
自全国各地的同袍们齐聚镇江，着汉服、
行汉礼、祭宗帅，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九年来，同袍们一点点复原、完
善祭礼流程。他们感叹：“幸我同袍，初心
毋忘，捐流汇海，万折必东。”

有国外留学经历的王文韬告诉记者，
每当他流连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看到中国
的藏品时，总是感慨万千；尤其看到部分
藏品所展示的旧中国形象，又触动不已。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将最能代表
中国气质风貌和民族自信的展品陈列出
来。汉服应该就是一个引子。”王文韬说。

与周边城市的“汉服圈”相比，镇江山
水汉居并不高调，甚至有些“佛系”。九年
来，他们默默地做着一些与传统文化传承
相关的事情。比如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应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邀请，为市
民展现唐、宋、明的部分款式服饰。社员
们也择机走进市区的多所学校，为同学们
讲述传统汉服服饰文化源流，同时引导同
学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逐步形成自己
对传统文化新的认识。

一个应被珍视的文化现象

如何看待汉服“出圈”？业界对此的
共识是：现在人们对汉服的接受度提高与
国家发展越来越好有关系，民族自豪感的
增强对汉服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助力。

镇江山水汉居副社长、文化艺术总监
子茉涉足汉服圈已有近十年，对传统服饰
类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均有较深入的

持续关注，对镇江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
合衍生发展亦有研究。

子茉说，镇江博物馆馆藏周瑀墓宋代
服饰、丁卯桥窖藏金银器等均为镇江本地
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果文物会“说话”，它
们将成为对市民进行传统文化传承科普
的最好载体。“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文
化红利，社会各界如何消纳、融合、输出，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同时正面
影响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是个值得珍视、
非常严肃的时代话题。”

谈到汉服这个具体话题，担任镇江山
水汉居高级顾问的高逸凡说，汉服是传承
数千年的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在清代断层
之后，于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重构式回归
的文化符号，最初只能算是一种小圈内的
草根亚文化，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如今
汉服渐登大雅之堂，逐渐开始重拾数千年
来服饰文化之精华，也慢慢开始为人民群
众所熟知和接纳，有望重新成为我国社会
服饰体系的一员，十几年来其路不易。这
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服饰文化本
身的魅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
经济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提升带来的对
民族认同和民族形象重新塑造的实际需
要，还说明坚守初心以待时来，人间正道
终将不负心中美好。

根据专业机构的统计，截至 2019 年
初，全国汉服爱好者数量达到 204.2万人，
同比增长 72.9%。汉服复兴带来的文化现
象、汉文化产业的日渐兴盛，让镇江的同
袍们信心倍增——“复振吾辈之信仰，重
拾府城之灵魂 .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为了
一个庄严华丽的中国！” （翟进）

汉服“出圈”元年的镇江“同袍”
8月22、23日，“礼衣华夏全国汉服

超模大赛”江苏省总决赛即将举行。此
前，在镇江赛区荣获晋级资格的“花茶”

“乐乐”“时代”等多位同袍将集结赴宁，
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独具华夏审美的汉
服雅韵和礼仪风范。

近年来，不只这一场以“汉衣冠”、汉
文化为纽带的T台大赛，放眼全球汉服
代表的中华传统服饰及礼仪文化日益发
展，传统国风与时尚潮流结合，吸引着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据iiMedia Re-
search(艾媒咨询)所发布的《2019-2021
中国汉服产业数据调查、用户画像及前
景分析报告》中显示，2020年已成为汉
服“出圈”元年。

在这股“汉风”的裹挟下，数以千计
的镇江同袍群像渐渐走向前台，浮现于
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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