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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很 复 杂 思 想 很 醇 香

前几天和同事聊起这期《文化人》
写汉服，她问，汉服是什么时代的？汉
代?唐代？我说，据说是现代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汉服与古装几乎
可以画等号，长衫长裙、宽袍大袖，不就
是古人的衣服嘛。

不过汉服“同袍”们可不爱听这话，
他们急于跟古装撇清关系，“嘿，我们这
是复兴，不是仿古。”

复兴，不只是衣服而已，他们有着
更大的企图：“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打
着这样的旗号，汉服复兴运动有了一个
发力点，即使它发端于一个工人穿着自
制的衣服，在街上转了一圈。

2003年11月22日，河南的电力工人
王乐天穿着由薄绒深衣和茧绸外衣组
成的汉服“招摇过市”。新加坡《联合早
报》的记者偶然看到了照片，刊发了第
一篇报道汉服的文章，引发一场持久的
讨论。

汉服文化潮流兴起于市井，发起

之际离庙堂很远很远，最初只是一种
小众的网络亚文化，主流学者支持的
少，反对的多，年轻的网友在百度贴吧
和论坛里呼朋引伴，一点点壮大。

周杰伦最近跑到了西塘，给自己新
专辑里的汉服歌曲拍起了音乐录影带。
他的伙伴方文山在写词之外，创办了一
个文化公司，专心搞起汉服的推广。方
文山还在西塘召集了一大帮汉服“同
袍”，热热闹闹地办了一次汉服文化周。

为什么要复兴汉服？汉服的出路在
哪里？

服饰是文化的表征，服饰的复
兴，也成为文化复兴的信号。汉服，首
先指向古代传统的礼仪制度，礼仪制
度之上，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汉服
的流行表明，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

“洋装在身，心向中华”，他们更希望
身心一致，寻求一种民族和文化上的
认同感。

虽然在某些学者的批评中，致力

复兴汉服的人偏激、狭隘、因循守旧，
但是现在看来，汉服运动的意义或许
不在于是否完全恢复汉家衣衫，而在
于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借鉴。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些年，
复兴传统文化的“东风”吹了又吹，国学
热一直升温，于是本来是年轻人玩票性
质的、被称为“小孩子过家家”的汉服，
渐渐进入主流视野。在毕业典礼上，官
员们穿着汉服正襟危坐；而各种国学
班、读经班里，学生们穿着汉服读经的
场景，也不再是稀奇事。

与政府和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
复兴运动不同，汉服走的是一条自下
而上的平凡之路，由草根发起，在民间
壮大。与十年前的寥落相比，如今的汉
服登堂入室，蔚为大观。或许在我们可
以遇见的一天，穿着汉服在街上溜达，
没有一个人会扭过头多看你一眼。

就像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
答案。

文/魏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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