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汉服文化可以突破
爱好者的小圈子”

2019年5月，杨梦开在北
京鼓楼东大街的汉服体验馆开
始试营业。就算不是周末，每
天也有不少汉服爱好者挤进这
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铺，在
一排排精美服饰间穿梭忘返。
除了租、卖汉服，体验馆还提供
妆造和拍照服务。

在华服笑靥背后，杨梦清
楚选择这条路的艰难和迫切。

与汉服结缘前，杨梦每到
一个国家，都喜欢体验当地传
统的民族服饰。日本有和服，
韩国有韩服，印度、斯里兰卡有
沙丽，越南有奥黛……但当她
思考中国的传统服饰时，却一
时不知该如何定义。

通过查阅文献对比，杨梦
发现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汉服”，在几千年的对外文化
交往中不断影响着周边国家的
衣冠制式。

“既然我们有这样优秀的
传统文化，就应该把它找回。”
2018年夏天，杨梦萌生了创业
想法。在随后 9 个月的时间
里，她先后谈了不下100个投
资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看
好。“一盆又一盆冷水迎头浇下
去，甚至有人觉得传承汉服文
化就是在做穿越梦。”杨梦对记
者说。

在杨梦产生创业想法的同
年，阑之与朋友在杭州合开了
一间汉服实体店。

阑之本名丁冲冲，“阑之”
是他在汉服圈的代称。汉服爱
好者之间又互称“同袍”，取自

《诗经·秦风·无衣》里的“岂曰
无衣？与子同袍”。

2014年，央视播放的纪录
片《新青年》新一集“矢志青春”
讲述了汉服爱好者雪飞筹备射
礼仪式的故事。彼时正读高三
的丁冲冲在电视机前看得目不
转睛。“从那开始，我疯狂迷上
了汉服。”他说。

2018年丁冲冲大学毕业，
父亲资助了他2万元，他第一
个念头就是从事汉服相关工
作。“我们汉服圈有个群体叫

‘古墓派汉服党’，就是依据文
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来复原服
装。”丁冲冲说，“汉服是祖先留
下的文化，我们不能改动基本
样式，但可以在色彩和纹
样上做一些创新。”

电视节目《国家宝藏》
中汉服文化传承人楚艳
说：“我们不是要回到古
代，而是要找回中国的审
美精神和文化自信。”而杨
梦和丁冲冲当下最大的愿
望，是汉服文化可以突破
爱好者的小圈子，被更多
人接受和了解。

纪录片“矢志青春”的最后
一幕，雪飞身着明代射礼服走
在北京川流不息的街上，回头
对镜头说：“如果有一天我走在
街上，人们不会用奇怪的眼光
看我，也不会问我是日本人还
是韩国人，这就够了”。

“想把甲骨文请下神坛”

9月22日，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中国古文字艺术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楠开始在

个人工作室的公众号里发布手
稿本里的绘画，题目为“本上涂
鸦”。除了绘画图案，陈楠的手
稿本里还保留着大量笔画弯曲
的甲骨文字形，每个字旁配以
详细的设计说明。

从2017年开始，陈楠陆续
推出基于微信设计的8套原创
甲骨文表情包，涵盖生肖、问候
语、成语、流行语等多个主题，
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比如成
语“火冒三丈”运用动态动画形
式，四个原本形态正常的甲骨
文文字突然线条向上拉伸，像
是爆发了争吵抗议；流行语“怎
么可以吃兔兔”从憨态可掬的
小白兔口中喊出，其中“兔兔”
两个字还原了甲骨文字形……

陈楠对甲骨文的研究始于
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进入高
校教书不久，在参与一个关于

艺术与科学的研究课题时选了
甲骨文作为研究对象。在陈楠
看来，汉字的使用是中国文明
从未间断的见证和记录。“但如
果我随便拉住一个设计专业的
学生问‘楷书、草书、隶书的关
系是什么’，这个学生多半会懵
住。”陈楠说。

“我有个法国汉学家朋友，
他说现在的中国教育里缺乏
对汉字形、音、义的学习。”陈
楠对记者说，“其实回想我们
从小到大的课本，会发现真是
这样，但在古代，语言文字学

被称为‘小学’，是打基础的学
问。可见，推动汉字相关知识
在年轻人中的传播和普及还
任重道远。”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
先生曾在书中表达过这样的看
法：如果甲骨文书法要用甲骨
文文字学来指摘的话，就会变
成少人关注的高深的东西。这
带给了陈楠启发，他想把甲骨
文请下所谓“高深学问”的神
坛，引发更多人的兴趣。

他开始尝试通过数学网格
展现甲骨文的美感，果真发现
甲骨文中充满了贴合网格的各
种线条。他又进一步探索将人
工智能应用于甲骨文传播——
人们根据图画在屏幕上写出自
己认为的甲骨文，如果与实际
字形接近，人工智能就能识别
并转化成交互设计动画片的一

部分。
“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进行古
文字的设计和学习。”陈楠说，

“中国设计师再也不会在任何
图纸上都加几个英文字母，相
反很多国外品牌开始运用中国
文化元素进行创意。”

“完成嗅觉维度上的
文化输出”

一周时间内，王斯文跑了
两趟南锣鼓巷，为的是寻香。

她想找一款木调香水，用
气味还原儿时记忆里的场景：
坐在祖父旧书房高高的榆木凳
上，伴着桌上的笔墨纸砚一人
安静地翻动书页。为此，王斯

文几乎闻遍了国外大牌，但总
觉得味道怪怪的，直到在香遇
沙龙香水店里闻到那款“书香
墨檀”。

“嗅觉在那一瞬间还原了
记忆，连带着情感也一下被击
中了。”王斯文说，她兴奋地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状态，介绍自
己和这个源自上海的香水品牌
因香而遇的经历，店中香气被
她描述为“独特的中国香”。

“‘书香墨檀’香水的创意
来自一个经常用中国风信纸给
我们写信的顾客。”香遇沙龙香
水品牌创始人李婧介绍说，“她
觉得现代化的沟通方式无法传
达笔、墨、纸表达的意境和情
感，希望找到沉浸在书墨文化
氛围中的香气。”

王斯文第二趟进店，是带
朋友来寻最爱的青梅香气。“青
梅煮雨”这款香水满足了她们
对青梅酸甜清香气味的场景设
想——国风少女默默吟诵“香
满袖。叶间梅子青如豆”。

在李婧看来，一方面，香水
是艺术性和文化性的载体，国
内香水品牌根植于中国文化，
使用主体是中国人，因此能准
确传达中国的文化态度、找到
中国人心中的情感共鸣；另一
方面，国内品牌重视也更便于
倾听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随着
国人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年
轻消费者普遍愿意和品牌一起
创作、一起成长。

李婧记得自己初学调香的
时候，老师在课上提问最能代
表中国的花是什么，很多同学
说是牡丹，雍容华贵，但老师
却说是桂花。“开始不理解，后
来到上海生活久了，一闻到桂
花香，就知道临近中秋了，成
了记忆中的味道。”也因此，品
牌中多了一款香水，名为“一
捧桂花”。

“我们已在全国15个城市
开设了25家门店，其中很多都
开在景区、商业区，吸引很多
外国人进来体验。当他们喜
欢并带走这份中国传统味道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完成了嗅
觉维度上的文化输出。”李婧
说，“中国文化包罗万象，我们
只需要把自己能够传达的一
部分做好。”

陈楠在进行甲骨文创意设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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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文化创业者、传播者：

让传统文化成让传统文化成吸粉网红吸粉网红，，要跨几道坎要跨几道坎？？
9月19日，江苏扬州马可波罗花世界“国潮韵·世界风”——国潮文化旅

游季开幕，国风、国潮、国心、国货、国食是旅游季活动的五大板块；在8月的

第32届深圳国际玩具展上，旗袍娃娃、多宝盒积木等国潮风格玩具成为整个

展览热议的亮点；在北京，从南锣鼓巷南口牌坊一路向北延至鼓楼东大街，也

聚集着非遗技艺、京扇子、养生中草药、糖人糖画等数量众多的国潮文化店

铺，虽没有旅游季、展览等的特色活动和游览期限，但整个区域每天仍游人如

织、热度不减。

其中一间文创T恤店刚创立不久，橱窗玻璃上打出“原创国潮”四个大

字，屋里墙上写着一句话：“以设计复兴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对任何一个矢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业者来说，这句话都可谓是奋斗

的终极目标，但前行之路却道阻且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汉服店铺掌柜阑之（丁冲冲）参加华裳九州的汉服走秀。受访者供图

北京南锣鼓巷的国潮文化店铺。冯雅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