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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北京女孩韩爽和男搭档身着汉服去公园

拍摄照片，一路上有许多行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有人在他们摆完姿

势后惊叹“假人动了”，有人问他们是不是拍电视剧的，还有一位

大爷指着男模特头上的明制高帽问“你穿的是不是韩服”，模特稍

显无奈地当场进行了科普。

1992 年出生的韩爽，在北京创立了两家汉服体验馆，她的店

面开在年轻人喜欢出没的地方——鼓楼大街、三里屯。

在鼓楼大街的体验店里，顾客从 100 多套汉服里选好心仪的一

套，用一小时左右做好妆发造型，就可以到附近的北海公园、什刹

海、故宫等景点拍摄。有顾客专门带着古妆甚至二次元的古风美图

来求“同款”，店里还会随时根据时下流行的古装剧和网络热点，

定制时令套餐、推出仿妆。

韩爽的客户群主要是年轻女孩，也有男生、儿童，中老年顾客

更是占 20%左右，年纪最大的有六七十岁，跟着孙女一块儿来。开

店两年，韩爽两家店的会员数已有三四千人。

这其中还有不少顾客是外国人。曾有一位外国男游客，在夏天

最热的时候挑了一身锦衣卫冬装，因为觉得“够帅”。出去转了两

个小时，他回来时大汗淋漓，却说下次还要带爸妈一起来。

近 年 来 ， 以 汉 服 为 代 表 的 传 统 文 化 在 年 轻 人 中 热 度 持 续 上

升。视频网站哔哩哔哩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站“国风”爱

好者达 8347 万人，其中 83%的人年龄在 24 岁以下。今年开年最火

的汉服事件，当属河南卫视春晚的舞蹈节目 《唐宫夜宴》。这个

未经特别宣传的节目因受到年轻人追捧意外“出圈 ”，引发了一

阵唐妆模仿热。

以汉服为主题的新节日也越来越多。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中

国华服日”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时间定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黄帝

诞辰日；每年 10 月 底 到 11 月 初 ，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西 塘 古 镇 会 举 办

由音乐人方文山发起的“西塘汉服文化周”；每年的 11 月 22 日成

为汉服“同袍 ”（汉服爱好者的自称——记者注） 们自发纪念的

“汉服出行日”⋯⋯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湘绣非遗传

承人成新湘提交了一份 《关于设立国家“汉服日”的建议》 议案，

一时间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网友投票中，认为有必要设立汉服

日的占七成以上。

平日里，韩爽负责两家店的运营，从管理员工到化妆造型都亲

自打理。最近，她正在筹备 3 月底“花朝节”的汉服踏青赏花活

动。活动上线几天前，韩爽抽时间去做了个心电图，医生嘱咐她前

一晚要保证正常睡眠。为了赶工，她仍然熬到了凌晨 3 点。“两三

点就是我正常睡觉的时间。”

3 年前的夏天，当她产生创业念头的时候，或许很难想象这份

辛苦。

2014 年 ， 从 西 班 牙 语 专 业 大 学 毕 业 后 ， 韩 爽 进 入 银 行 工 作 。

随后，她跟着上司一起创业做私募基金公司，慢慢觉得，“自己也

可以做想做的事”。

旅行博主也是她“斜杠”身份中的一个标签。正是在旅行途

中，她看到在韩国穿韩服可以免费进皇宫，日本民众穿和服十分常

见，在越南、斯里兰卡、泰国，都有传统服饰体验小店。她意识

到，中国传统服饰的体验馆，在国内似乎是一个空白。

她 拿 着 商 业 计 划 聊 了 上 百 个 投 资 人 ， 但 绝 大 多 数 人 不 看 好 。

“人家说，也许你能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没有做成可能是失败

了。”据韩爽观察，2018 年她琢磨创业时，国内南方有四五家汉服

体验馆，而北京一家都没有。

最后慷慨解囊的两个自然投资人，一个是她做金融时的客户，

一个是她的朋友。“他们投的时候看的不是项目，而是看你对这件

事有多大的热情 。”韩爽说，她和一名合伙人一起，花了一年时

间，专攻汉服造型与文化知识。

当初放弃银行“铁饭碗”随前上司创业时，韩爽就遭到父母的

强烈反对。于是这次等到自己的公司注册好、辞掉工作，她才告诉

父母，“他们想反对也来不及了”。2019 年 5 月，韩爽在鼓楼东大街

上的第一家店开业了。如今，在点评网站上搜索北京的汉服、古装

体验馆，已有数十家。

汉服似乎正脱离“小众文化”的标签，走入更广阔的人群。

在江西读书的 95 后女孩杜莹雪是韩爽的老顾客之一，最近几

年，她过生日和春节前都会拍一组汉服照。“做兼职的钱都用来买

汉服了，过传统节日的时候会穿，在外套下面穿马面裙、褶裙。”

在学校里，她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穿汉服，身边还有同学挑战过

31 天穿不重样的汉服。

另一名顾客 90 后设计师洛雨则是准专业爱好者，专门报班学

过汉服造型和摄影。她的衣柜里，汉服占了半壁江山，平时上班也

会穿戴有古装元素的服饰。和很多 90 后爱好者一样，看古装剧长

大的她从小就对汉服造型心存向往，直到第一次走进卖汉服的实体

店，才彻底“入坑”。她回忆，几年前汉服还不是太火的时候，她

穿汉服上街遇到陌生的“同袍”会互相招手，“有一种集体感和认

同感。”她想，以后也要用汉服来打扮自己的孩子。

今年 1 月末的一个周六，临近春节，在韩爽位于三里屯的汉服

体验店里的 4 个造型师服务着八九个客人，异常热闹。过年时拍一

套汉服纪念照，已是当代不少年轻人的新时尚。而一年前的这时

候，韩爽正遭遇创业路上最大的挫折。

2020 年 1 月末，经过几个月的装修筹备，韩爽的新店在三里屯

开业，8 个古风实景房间，8 套包括单反相机、灯具、屏幕在内的

AR 体感自拍系统，花去差不多 200 万元。铺垫宣传了数日后，开

业一周内生意火热，连工作日都天天“爆满”。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股火热劲儿在一周后戛然而

止。2020 年上半年，每个月 6 万元的房租一分不少地交着，却没有

生意可做。按照韩爽的计划，新店 6 到 8 个月就能差不多回本。但

去年向投资人汇报工作时，她连年报都写不出来，“亏得很惨”。

平日里，也会有不少媒体来采访。朋友打趣地问她，是不是大

家都想看看，为什么两三年过去了，你的店还活着？

压 力 还 来 自 无 法 给 员 工 长 久 的 保 障 。 店 里 的 造 型 师 多 是 95
后，有的高中毕业就进入职场。曾有一个河南女孩在韩爽创业之初

就跟她一起选汉服、研究造型、打理店铺，做了一年多后，被家人

叫回老家结婚了。“她问我在北京什么时候能买房，我没办法承诺

她，我自己都买不了。”韩爽说。

有内忧也有外患。这几年，汉服类创业公司陡增，同行竞争越

来越激烈，商业模式却缺少壁垒。去年 9 月，韩爽发现外地一家汉

服摄影连锁品牌抄袭了三里屯店的布景，“8 个布景里有 7 个都一模

一样。”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声讨文章后，却因为使用了对方的图

片，被对方以侵权为由举报下架。还有一家店则直接照搬了她公众

号上的文案内容。

韩爽说，店里的核心资产——汉服都来自正版品牌，一套售价

最高超过千元。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汉服商家以个体为主，许多爱好

者是“考古派”，讲究服装形制还原与设计原创，低价的山寨款汉

服还会引发争议。但选择来店里体验的多是初级爱好者，他们对形

制、造型的包容性比较强。年轻顾客先是被服装外观吸引，然后慢

慢了解背后的文化。

在担心公司存亡的当口，加入认同度更高的服饰、降低采购成

本和价格，都是摆在韩爽面前的可能选项，但她认为，汉服数千年

的历史，可做的还有很多。如同她的创业初衷：让汉服与这个世界

产生联系。

开一家店 装下汉服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 摄影报道

3 月 9 日，北京三里屯，韩爽 （左二） 在自己的汉服体验馆里录制 《唐宫夜宴》 仿妆教程视频。《唐宫夜宴》 是今年河南卫视春晚的舞蹈节目，播出后引发热议。韩爽与同事经常把汉服造型过程录下来发到网上，宣传汉服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 月 2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韩爽参观“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当天，她与

店里的几名造型师一起穿着汉服，到国博进行“团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 月 9 日，北京三里屯，汉服造型师拾一完成“唐宫夜宴”造型，准备用

AR 体感系统拍摄样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 月 16 日 ， 北 京 三 里

屯，韩爽在店里与两名合伙

人、3 名造型师开例会。店

里年龄最小的造型师出生于

2000 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 月 18 日，北京北海公

园，韩爽（左二）与男搭档一

起 穿 汉 服 拍 摄 春 日 主 题 样

片，吸引了游人好奇的目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 月 26 日 ， 当 天 是 正

月十五元宵节，北京一家商

场内，参加元宵节宣传活动

的汉服模特们乘电梯在各楼

层“巡游 ”，吸引了不少关

注。当天模特们的造型由韩

爽团队操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 月 16 日，北京三里屯，在韩爽的汉服体验馆里，古风布景房间的飞龙造型

映在玻璃上，窗外就是繁华的三里屯商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