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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汉服的概念和特点,总结了汉服的分类以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探讨了影响汉服复兴的因素。分析了

汉服在西安旅游景区中的开发与应用情况,提出了西安景区在开发和应用汉服过程中的优化建议,旨在为西安文化旅游

的发展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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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
汉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小众的文化符号逐

渐进入大众视野。近几年,出现了“汉服热”的现象,也
可称为汉服的复兴。西安作为历史名城,自然文化遗

址和历史景点众多,城市气质与汉服承载的文化内涵

契合度较好。因此,西安旅游景区内可以开发汉服项

目,以汉服为载体,推动西安旅游景区的发展,同时,弘
扬传统文化,提升西安的城市内涵。

1 汉服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
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

-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

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
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1]。

1.1 汉服的特点

汉服具有交领右衽、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系带隐

扣的特点,给人洒脱飘逸的形象[2]。
汉服的款式结构一般是将衣服的右前襟放在内

侧,左前襟交叉覆盖在外侧,也就是交领右衽,如图1。
汉服交领右妊的特点也是汉服区别于同时期少数民族

服装的主要特点。左衽和右妊的区别也可以根据一些

生活的便利性进行分析,因为农耕民族干活的主要动

作是举右手,如果用左衽,右边的袖子连着大片的衣

襟,那么举手就会比较沉重,不方便。游牧民族主要的

动作是骑马射箭,射箭的时候需要左手举弓,右手拉

弦,所以它需要采用左衽。

左衽 右衽

图1 交领左衽与交领右衽对比图

汉服最典型的款式是上衣和下裳分开,如图2。
《说文解字》中:裳为“常”的异体字。“常,下裙也。”康
熙字典对“常”的解释为:shang:泛指衣服。cháng:古

人穿的一种遮蔽下体的衣裙,男女都穿,是裙的一种,
不是裤子。

图2 汉服上衣下裳实物图

汉服宽袍大袖的款式特点说明汉服在裁剪和制作

时,一般是宽松的,不贴合身体。汉服宽袍大袖的特征

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之美,天人合一的气质。
汉服一般不用扣子,而是用带子打个结来系住衣

服,即系带隐扣。汉服的带子一般用制作汉服的面料

制成,汉服不用纽扣而采用绳带系结的形式,强调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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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崇尚自然。

1.2 汉服的分类

根据汉服是否是通体裁剪和上衣下裳分开的形

式,汉服的主要分类如图3所示。由于汉服中的裳不

包括裤子,因此把裤子单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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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汉服的分类

1.3 汉服承载的文化内涵

《春秋左转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

邦”。汉服承载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礼仪文化,而其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深衣。深衣的圆袖方领,意喻做事要

合乎规矩,坚持原则,但又要处事圆融;背线垂直,意喻

着为人刚正不阿;下摆平直,则有平允公道的意思。上

衣分成四片,象征着一年四季,下裳由十二幅布料缝

成,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表达了农业社会里人们对天

时的崇拜和敬仰[3]。

2 汉服复兴的影响因素

2.1 经济因素

《管子·牧民》中记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物质生活充裕,人
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多。汉服作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再次因为其款式美和承载的文化内涵

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传承。

2.2 政策引导因素

国家政策的指引,对汉服的复兴、延续发挥着重要

作用。汉服自从清朝“剃发易服”事件后,消失了几百

年,再次频繁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离不开中央政策的

引导。例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件,文件中

提到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汉服作为汉民

族的传统服饰,属于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系

列服装服饰。

2.3 文化自信因素

汉服从小众的文化符号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其中

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中国今天

的文化自信就是自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汉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

安逸、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典雅清新

的审美情趣。因此,当人们穿着汉服时有一种民族自

信和自豪感。

2.4 社会团体因素

各大高校和社会上自发组织的汉服社团,举办各

种文化活动,展示汉服的形制之美,同时以汉服为载

体,展现正直、规矩的中华传统文化礼仪。例如,北京

汉服社团控弦司致力于明制汉服复原、礼仪考据恢复

及众多传统文化的传承、宣传与发扬。
共青团中央选定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为中国华服

日。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哔哩哔哩弹幕网主办的

中国华服日,举办华服秀、中国华服文化研讨会,宣传

汉服文化与传统文化。

2.5 媒体的宣传因素

报纸、杂志以及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对汉服的

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汉服和认识汉服,例如哔哩哔

哩平台举办的汉服春晚,每年都吸引众多汉服爱好者

参与和观看,推广了汉服品牌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了

解汉服文化和传统文化。

2.6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宣传因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例如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对汉

服以及汉服文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汉服及其承载

的文化内涵。中国汉服博物馆、中国民族服饰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对汉服的收藏及展出,图书馆举办

的汉服文化讲座等活动增加了大家对汉服的了解,例
如,陕西省图书馆主办的汉服通识知识讲座以及汉服

制作学习活动,让读者了解汉服的形制、内涵及制作方

法。

2.7 汉服品牌的宣传因素

国内比较有名气的汉服品牌,例如汉尚华莲、明华

堂等,进行商业运营的同时也在宣传汉服文化。明华

堂品牌创始人钟毅创立品牌的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了解

到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美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因此,经济的发展,政策文件的指导,文化自信,社

会团队的宣传,大众媒体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加速了汉

服的复兴,使汉服文化及其承载的传统文化被更多的

·44· 纺织科技进展            2020年第10期     




人了解和接受。

3 汉服在西安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应用

西安的城市气质与汉服承载的文化内涵契合度非

常高。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下西安的旅游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推力[4]。在

地域上,西安也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西安在经

济区位上也具有连接东西各部以及促进南北区交流的

区位优势。

3.1 巧用汉服增加文化附加值

西安大唐不夜城在开发的过程中运用汉服元素,
例如备受网友喜爱的“不倒翁小姐姐”,身穿华丽汉服、
眼神温柔,给人一眼万年的感觉。大唐不夜城的画中

人表演者身穿汉服,与背后的背景融为一体,仿佛穿越

了时空,从画卷中走出来。游客在这种景点和文化的

连接中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长途跋涉中不仅看到了

风景,最关键的是体验了景区背后的风情和文化。

3.2 举办汉服文化节,打造城市名片

西安依托其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举办首届中国

汉服艺术节,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华服日等汉服文化

活动。汉服文化节活动通过汉服与西安古城的结合,
弘扬民族文化,让全世界的汉服同袍了解西安,热爱西

安,把汉服文化打造成为西安的文化名片之一。

3.3 景区着汉服举办传统仪式

汉城湖景区经常会举办一些传统仪式,例如,2014
年4月6日,50余名少女诵读成人誓词,挽发髻、插发

簪、祭轩辕,举行成人礼,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获得成人

的权利与义务,开启人生新旅程。2018年,某公司员

工穿着汉服在汉城湖举办集体婚礼。汉城湖景区的这

些活动很好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对

景区本身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4 西安景区在开发和应用汉服过程中的优化

和建议

4.1 规范汉服形制、穿法及活动仪式的流程

开展汉服活动是为了宣扬汉服,宣传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本身应该是庄严肃穆而又规范的。参与者应

按正确形制穿着汉服,主持者则应严格按照古代礼仪、
用词举行仪式。而现如今,在很多汉服仪式上,总能看

见那些现代化汉服版型及材质,更有甚者“内衣外穿”、
左右衽不分。某些程度上,汉服确实讲究“复兴”,而非

一味“复古”。但是面对如此庄严的仪式,汉服应该严

格遵循古制,模仿汉服复原小组所复原的汉服形制,严
格要求,穿着真正的汉服。

除汉服之外,仪式本身也是完璧微瑕。以男女作

揖手势为例:据唐代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来看,古代男子

作揖为左手在外、右手在内。现在的很多汉服仪式是

为完成仪式而开展,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扬传统文

化。如此一来,不仅让汉服仪式有失庄重,而且也逐渐

失去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文化意义,旅游价值很

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4.2 重视汉服承载的文化内涵

汉服不仅仅是表面的华丽典雅,它体现的更是浓

厚的东方美学。如果西安只是成为汉服复兴的“网红

打卡点”,那其发展只会越来越现代化而缺少其古典韵

味,并不会作为一个十三朝古都而发展。对此,景区可

以根据其自身历史背景,独辟一块区域专门陈列复原

汉服,并附上相关版型解说以及其代表的时代意义等,
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汉服,吸引更多人为能实地了解

汉服,体验时代风气而到西安旅游。这样不仅可以提

升西安旅游的经济效应,也可以提升西安的文化内涵。

4.3 丰富景区汉服体验活动

西安旅游可以将制作汉服作为一项体验项目,让
游客亲手为自己和家人制作汉服,甚至可以制作汉服

小样及相关配饰,吸引游客观赏。景区可以提供汉服

租赁,让游客游览体验更加舒适,更有代入感。同时也

可以进行相关汉服照片或者短视频拍摄,帮助游客把

这段美好记录下来。如果非旅游旺季,景区可以提供

婚礼场地的出租以及传统汉服婚礼项目等服务。

4.4 设计汉服衍生品

汉服纪念品的推出一方面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增

加当地的旅游收入,另一面也扩大了景区的宣传[5]。
西安作为历史名城,景区应推出更多西安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汉服相结合的纪念品来达到纪念和宣传目的。
这些纪念品应以设计为主,以便与其他地域景区进行

区分,展示自己的独特风格;也可以跟随时代潮流,与
现代元素进行结合,符合大众审美。同时,还要保证景

区纪念品的质量。

4.5 打造新媒体背景下以汉服为载体的西安景区传

播多平台媒介融合体系

  新媒体传播拥有独特的超媒体性、交互性、超时空

性、个性化、虚拟化等特点,能够改变现有的传播格局,

·54·     2020年第10期             应用技术




冲击舆论调控机制[6]。
利用微信、微博等平台以及客户端宣传汉服以及

汉服文化,以汉服为载体,宣传西安旅游景点。在汉服

传播过程中,可以利用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微电影等方

式的灵活性和直观性来弥补文字、图片传播过程中存

在的不足。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介

绍汉服文化,一方面,可以增加人们对于西安历史文化

和汉服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给人们提供审美的

享受[6]。

5 结语

汉服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承载

着积淀千年的美学内涵和传统礼仪文化,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和民族自信的提升,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西安作为历史名城,曾经是“汉服满长安”,现在汉服及

汉服元素的出现也促进了西安旅游景区的发展。西安

旅游景区在开发汉服的同时,应注意规范汉服的形制

和汉服承载的文化内涵,丰富汉服体验活动,设计汉服

衍生品,运用多媒体手段宣传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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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vewereprepared.Thedifferencesintabletweight,liquidabsorptionrate,liquiddiffusionlength,re-infiltrationcapacity,satu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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