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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刚结束的旅途中，刘梦婷身穿明制

马面裙，在湖南博物院戴上 AR 导览眼

镜观看马王堆展览，完成了一段颇有科

幻穿越感的参观。

近年来，穿传统服装游览景点已成

为年轻人的一种潮流。刚过去的甲辰龙

年春节，江苏苏州举办了为期约一周

的穿中国传统服装免费乘地铁活动，

马面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春战

袍”；年轻女孩儿穿着汉服去迪士尼乐

园打卡，称其为“最适合中国宝宝体

质的公主裙”；福建泉州街头挤满了蟳

埔女造型的游客，这套始于东晋、盛

于明清的服装，穿着逛古城别有一番

风味。

旅行路上“国潮”正浓，中国传统

服装何以如此火热？

传统服装走上街头，不
再“压箱底”

27 岁的赵曦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

触汉服，“当时还属于汉服复兴的初

期，关注的人很少”。去年国庆节和闺

蜜一起穿着汉服去成都旅行时，她发

现在武侯祠、杜甫草堂以及成都博物

馆，到处都是穿着中式传统服装的年

轻人。“曾经穿着古风服装走在街上

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大家都习以

为常。”

赵曦去德国留学时，还把汉服穿到

了国外。在瑞士街头穿着马面裙搭出租

车，司机好奇地问：“你们是从哪个国

家来的？”在挪威特罗姆瑟短暂脱下羽

绒服露出汉服拍照时，收获周围人一片

“衣服好漂亮”连带着“你好可爱”的

赞美。

2022 年，赵曦参与德中协会的乐

团活动，穿着汉服演奏古筝。“当我告

诉他们这是中国传统服装时，很多外国

友人问我，这是你们那儿公主穿的衣服

吗？”赵曦觉得很有趣，也为中国传统

服装得到一致好评而自豪。

“90后 00后年轻人穿汉服，是传统

文化回归的好信号。”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潘鲁生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专访时曾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

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在杭州西湖、苏州园林等景点，

能看到许多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穿汉服。

“近 20年，我们的传统文化教学已

发生很大的变化。”潘鲁生说，“90后、00
后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出游，是因为他们

觉得我的文化身份与汉服有关，穿上就

是一种时尚”。潘鲁生认为，这种文化

倡导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是传统文化

的回归。

“当人们不断认识和发现传统，在

重要仪式场合以及日常生活中，身着颇

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服饰，服饰传统

便会成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潘

鲁生曾在文章 《服饰潮流与服饰文化》

里指出，传统服装不再只是老一辈“压

箱底”的纪念与回忆，更是当下年轻人

表达文化身份、建立生活仪式感、塑造

自身个性形象的选择，形成了跨越网络

与现实、文化与旅游、影像与叙事的多

元表达。

不止于美，传统服装背
后藏着文化“密码”

湖南姑娘陈晨收集了不同形制的中

国传统服装，在旅行期间根据不同的场

景搭配。

例如去内蒙古的草原和湖泊时，适

合魏晋风的宽袍大袖；在夏日的江南园

林，宋制旋裙清凉雅致；去西安城墙上

漫步，一袭唐制齐胸襦裙雍容华贵；来

到故宫，圆领袍配马面裙显得端庄大

气；去泉州，没有什么比头戴簪花围、

身穿大裾衫和阔脚裤的蟳埔女造型更能

融入这座世遗之城。

在购买传统服装时，除了配色和款

式，陈晨还很注重纹样及寓意。她最喜

欢的是一条人称“汉服圈白月光”的仿

孔府花鸟裙，裙摆纹样参考的是收藏在

山东博物馆的孔府旧藏明代白色暗花纱

绣花鸟纹裙，上绣四季花卉、鸾凤禽

鸟。“穿上它去旅行，瞬间感觉自己变

成大明少女。”

“我觉得这和小时候去景点租一套

衣服拍照打卡不同。不仅是为了拍照，

而是让自己更深入、沉浸地了解传统服装

背后的文化内涵，感受到诗词文章里描绘

的古意。”陈晨说。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艺术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非遗传承人、北京工艺美术大

师毕红从事传统服装保护研究与传承创新

工作近 28 年。当她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一次路边古玩店的偶遇，让她对古代宫廷

刺绣美衣“一眼万年”。从此，她痴迷收

藏清代宫廷美衣，专注于清代宫廷服装以

及织物绣品的保护与宫廷刺绣 （京绣） 的

研究，并在工作之余寻找各种机会前往各

地学习保护清代传统服装的织绣纹样和古

法制衣技艺。

在毕红的工作室里有一个老樟木箱，

里面满满当当都是 20 多年来她悉心珍藏

的清代宫廷服装和绣品。每一件绣品的年

份、材质、色彩搭配、纹样寓意，毕红都能如

数家珍，并带着徒弟们精心保护记录。

在她看来，中国传统服装不仅是刺绣

与纹样的重要载体，更蕴藏着古人独到的

文化底蕴与厚重的审美和匠心。例如，传

统服装上的一字扣，就承载古人对于天圆

地方、天人合一的认知与对自然的尊重和

信仰。

当代服装的正装外套上，无论纽扣还

是盘扣，单数 7 颗较为常见。“传说中记

载，古代文人赴京赶考或是商贾出门经

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往往不知归

期。”毕红对记者说，“古时候出门在外的

多是一家之主，出行前，家人就会给即将

远行的游子做很多衣裳以备长途跋涉，每

件衣服上都有 7颗盘扣，象征着天上的北

斗七星，寓意着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家人

的等待，无论多么艰难险阻都要找到回家

的路。迷失方向的时候，就看看天上的北

斗七星。”

除此之外，刺绣纹样也潜藏着古人未

尽的话语。如清代宫廷氅衣上的两只凤

蝶，寓意喜相逢；菊花纹样则是古代宫廷

贵族的挚爱，代表着长寿安居。“古代的

织绣纹样，时时刻刻都在替穿用者和设计

者‘说吉祥话’。”毕红说。

“中国的传统服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关于‘制度’的标准界定载体，不仅注重

人的形体、肤色、妆容等与服装的协调搭

配、功能性与艺术性兼顾融合，更特别重

视人、服装、自然、环境的整体和谐，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毕

红曾在讲座上跟学生分享，“其中蕴含着

深邃的哲学内涵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传

递着意蕴悠长、让人回味无穷的古典美、

传统美、艺术美”。

传统服装火了，然后呢？

龙年春节，中国传统纹样创演秀《年

锦》登上了除夕春晚 舞 台 ，展 现 了 汉 、

唐 、宋 、明 4 个 时 代 的中国传统吉祥纹

样，展现传承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服装之美。

赵曦最初喜欢汉服，是因为“像电视

剧里的人穿的衣服”。当时的汉服还没有

流行“复原款”，更偏向于大家印象中的

“影楼风”。随着了解的深入，赵曦逐渐发

现了复原汉服的“耐看”。“那是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经过岁月洗礼和沉淀的美，才

是真的美。”赵曦说。

“我认为中国传统服装推广的初衷，

就是让人们在穿着它时，不再会觉得是一

件奇怪的事情，而是自然而然的。”但赵

曦发现，随着传统服装越来越火，一些乱

象也随即出现，比如店家把有汉元素的传

统服装统称为“汉服”，但其实有些形制

错乱，质量也参差不齐。

“中国自古以衣冠大国、礼仪之邦著

称。服装不仅记录了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

审美的特点，更是记载中华文明脉络和华

夏礼仪的重要表征之一。不同时代的服装

面料织物、纹样图案都与时代发展、文明

传承息息相关，因此，传承与创新一直有

迹可循。”毕红带领着团队在传承的路上

坚持“守正创新”，在她看来，坚守“传

统”不是老式或陈旧，也不代表不能革

新，“守正创新”的前提是要依循服装承

袭的“礼”和“制”，那是不能随意篡改

的规定和规则。

“通过实践与体验，让更多人深入了

解传统文化与传统服装背后丰富的内涵，

需要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但这对于进一

步提升文化自信，是必须也是值得的。”

毕红说。她建议，通过展览展示、教学讲

座以及体验分享等不同方式，进一步培养

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服装

的热爱。

“年轻人是传承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积极参与者。”潘鲁生说，我们应

该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活在当

下”这一现实。“我希望年轻人多读书，

多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多阐发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这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

种认同。”

正“火热”的中国传统服装还将“火”

多久？

“ 不 是 ‘ 将 火 多 久 ’， 它 会 一 直

‘火’，而且会越来越‘火’！”在毕红看

来，传统服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象的

表征之一，无论是传统服装还是传承数千

年的文明，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永

不磨灭的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山

川可以改变面貌，沧海可变桑田，但华夏

文明的魂从未消失。”

毕红认为，目前的“火”是现象，更

是趋势，而“火了”的下一步，是要激发

更多有文化、有自信、有理想、有热情的

爱国年轻人加入“中国人穿中国衣”的队

伍，号召更多学子与热爱者通过学习、研

究、实践等方式投身于传统服装的保护传

承与创新发展。“更期待有朝一日，精工

细作的大美中国衣，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时

尚前沿，让全世界所有爱美人士，都以能

拥有一套最美中国衣为荣。”毕红说。

（应受访者要求赵曦为化名）

读懂传统服装里的文化密码——

穿着汉服去旅行
□ 张 辉

2023年 12月 27日，《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提

出了发展绿色旅游的问题。

可以说，绿色旅游的提出不

仅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我国未来旅游

发展的方向，更是推进我国

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的突破

口。如何认识绿色旅游的内

涵与外延？如何理解绿色旅

游是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突破口？绿色旅游发展的重

心和工作重点是什么？对这

些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什么是新时期
的绿色旅游

在讨论绿色旅游时，我

们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生

态旅游和绿色旅游。在旅游

实践中，这两个概念往往被

混淆。生态旅游概念出现在

绿色旅游前。 1993 年，国

际生态旅游协会给生态旅游

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了

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

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

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

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

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

发展机会。生态旅游的目的

地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丰富

的地方；通过旅游注入并贡

献地区或社区社会、经济和

生态可持续发展；通过旅游

能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全方位

的保护。

绿色旅游起源于欧洲。

但当时的绿色旅游概念主要

是从产品层面来认识的。

我们所讲的绿色旅游，

是新时期的绿色旅游，是从

旅游发展理念和旅游发展模

式来认识的。新时期的绿色

旅游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保护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增进民生福

祉为特点的旅游发展新理念与新模式。

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异同

从新时期的绿色旅游概念界定来说，绿

色旅游和生态旅游有着重要联系，依赖于自

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不破坏生态、人文环

境，是两种概念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然而，

两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从旅游的和谐关系来说，生态旅

游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绿色旅游则

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还强调了在旅游

活动中人与人、人的自身的和谐，从人与自

然、人与人和人的自身三大和谐关系上来认

识旅游活动，成为绿色旅游的核心要义。

其次，从旅游市场需求群体来说，生态

旅游属于小众旅游, 由对生态有特别兴趣、

具有很强生态意识的人群，以欣赏、感受、

认识生态为主要目的，到生态状况良好的地

区旅游；而绿色旅游是大众旅游，是面对全

社会旅游需求群体、旅游经营主体，在绿色

理念和规则下，构建起的具有体系化特征的

旅游方式和旅游运行模式。

第三，从旅游的约束主体来说，生态旅

游约束的主体是旅游者，而绿色旅游不仅对

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进行绿色约束，同时对相

关的旅游产业运营及旅游设施建设等进行约

束。如绿色消费、绿色开发和绿色经营。

最后，从旅游性质及特征来说，生态旅

游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类型或者形态；绿

色旅游则是一种旅游发展的理念或者旅游发

展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旅游应该在

生态旅游形态的基础上，超越了生态旅游产

品形态，进而延伸到旅游经济领域各个方

面，成为新时期中国旅游未来发展的方向。

和谐、持续和效率是绿色旅
游发展的三个目标

绿色旅游是新时期中国旅游发展的方式

和模式，和谐、持续和效率是其发展所要实

现的 3 个目标。结合我国旅游发展的现实，

围绕绿色旅游的 3个目标，推进我国旅游的

发展，将会改变我国旅游的空间形态和产业

形态，将会改变先前旅游投资模式、运营模

式和管理方式，将会改变旅游评价体系、标

准体系。

在绿色旅游模式下，我国先前旅游发展

所形成的许多制度、政策、措施和做法都可

能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绿色

旅游发展，是我国旅游领域内的深度转型、

是我国旅游体系的再造，是发生在旅游领域

内的一场变革，这种由绿色旅游的推进所形

成的我国旅游转型、再造和变革，将会加快

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旅游经过 45 年的发展，旅游空间

得以扩大，旅游产业规模扩张，旅游对国民

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而提升。在旅游空间扩大

和旅游产业扩张的同时，旅游消费能量也进

而增强，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重要的组

成部分，形成了大众旅游发展态势。面对

45 年形成的固有的旅游运行方式、旅游投

资模式、旅游经营方式以及旅游消费行为，

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从绿色理念出

发，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现在的旅游发展

方式是否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否符合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旅游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
究院名誉院长）

绿
色
旅
游
：
中
国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助
推
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家人们，越野拉力赛多伦站开

赛！”3 月 11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多伦县牧民罗振峰正在直播，他既

是经营鱼馆、民宿的老板，也是一名越

野拉力赛爱好者。一有比赛，罗振峰的

小院里就停满了越野车。“大家来我家

吃饭、住宿，我们相处成了很好的朋

友。”罗振峰说。

连日来，浑善达克沙地引擎轰鸣、

众车云集，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大环

线“二月二龙抬头”汽车拉力赛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 1000 余辆车、2000 余名

赛手和越野自驾爱好者，在春寒料峭的

浑善达克沙地追风御雪、极速角逐，上

演现实版“飞驰人生”。

数千名游客的涌入，让比赛举办地

一房难求、餐厅爆满。壮观的千车发车

仪式吸引了当地群众围观，一时间拉力

赛成了当地最热门的话题。

锡林郭勒盟围绕浑善达克沙地自驾

穿越大环线，按季节开展 4场大型自驾

穿越活动，“为的就是吸引更多游客，

促进浑善达克沙地内农牧民旅游增收，

减轻浑善达克沙地生态压力”。3 月 10
日，在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大环线座

谈会上，锡林郭勒盟行署党组成员、副

盟长杨立恳切地说。

2000余户农牧民的“新商机”

2023 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抢抓旅

游市场全面复苏机遇，着力打造全域

游、四季游，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为全

盟旅游市场注入新动能。2023 年全年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0亿元，同比增长

141.7%；接待游客超 1600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09.3%。

其中，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是一

张名片。资深越野爱好者王晓亮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这里有着‘花园沙

漠’的美誉，地形地貌丰富多变，穿行体

验独特刺激，吸引着众多越野爱好者。”

据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何明鉴介绍，锡林郭勒盟围绕打造自驾

游首选地，规划设计了浑善达克沙地自

驾穿越大环线，线路包括自驾游、穿越游

两类，共 1条主线、1条大环线、6条小环

线，分成自驾穿越线、轻度越野线、深度

越野线、发烧越野线四个等级，可以满足

不同水平爱好者的越野需求。

“这条自驾环线的最大优势是，最

近的地方距离北京直线距离只有 180公
里，而北京有着大量的越野爱好者。”

何明鉴表示，发展自驾游也切中了锡林

郭勒盟交通不便的痛点。锡林郭勒盟盟

署所在地锡林浩特市与邻近城市北京、

张家口、承德之间没有直达火车，“这

意味大批量的游客来不了，我们只能通

过自驾解决交通问题”。

实际上，这条全长 2700 多公里的

环线更大的价值在于为沿线 2000 余户

农牧民送去“新商机”。这些农牧民转

变生产经营方式，参与和从事旅游经

济，实现增收致富，同时也缓解了草

原过牧问题，助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

取得更大成效。

罗振峰就是其中一名受益者，他的牧

家小院位于多伦湖边的曲家湾渔村。多伦

湖是自驾环线的重要打卡点。罗振峰说，

夏季，一个中午就能接待 100多名游客用

餐，客房天天爆满。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冰雪旅游格外火热，“还有客人来我家

吃年夜饭，两个多月时间我当了 60 多次

向导，带游客体验冰湖大穿越”。

目前，罗振峰一年收入 40多万元，带

动十几个农牧民就业，厨师一个月工资高

达万元。但牧家小院尚未解决供暖问题，当

前只能夏天营业。他向记者介绍，政府正在

积极解决，预计今年冬天就能实现供暖。

“以往我们从‘五一’营业到‘十一’，如今游

客越来越多，我们能真正实现四季游。我计

划今年全年营业，带着游客去冬捕，体验冰

雪旅游的魅力。”罗振峰说。

游客与农牧民的“双赢”

游客想要体验极致的穿越乐趣，农牧

民想要守住自己的草场，如何平衡两者关

系，成为了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大难题。

多位越野爱好者表示，由于对新改的

路线不熟悉，有时在穿越过程中会误入网

围栏，进入牧民自家的草场，与当地牧民

发生摩擦。多伦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军表

示，为解决这类问题，锡林郭勒盟打造自

驾游大环线，划定指定路线，如有占地给

予农牧民补贴，还实行旅游分红，将自驾

游合法化、标准化，实现游客与当地农牧

民的双赢。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伦县打造了郊野

公园。作为负责人，内蒙古草原漫之旅文

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敏键

介绍，郊野公园有全长 29 公里的越野路

线，征用了当地农牧民的部分草场，“我

们前 3年给这些农牧民补贴现金，之后按

照投资比例进行分红”。此外，当地还对

郊野公园周边环境进行整体升级改造，拓

宽了乡道、修缮了农牧户圈棚、美化了村

容村貌。

“二月二龙抬头”汽车拉力赛已在锡

林郭勒盟举办了 13 届，玩越野也逐渐成

为当地农牧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这次比赛中有很多“草原车手”，他们

是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牧民。1990年出生

的图门巴亚尔介绍，他的参赛车从购置到

改装，总共花了一万多元，“我们本地车手

的赛车和外地车手有差距，但我们对地形

熟悉，比赛就像是回家的感觉”。2021 年，

图门巴亚尔加入了当地的越野车队，他说，

现在玩车的年轻牧民越来越多，“白天放

牧、干农活，晚上大家一起学习修车，参加

家门口举办的比赛，特别有意思”。

浑善达克沙地自驾大环线“跑”出农牧民新收益

毕红珍藏的清代宫廷绣品，凤蝶寓意“喜相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摄

2024年2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洛邑古城。穿着传统服装的女孩在古城内拍照留念。 视觉中国供图

福建泉州，游客头戴簪花围，体验蟳埔女传统

服饰。 视觉中国供图

工作人员整理毕红珍藏的清代宫廷服装和绣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摄

3月 11日，“二月二龙抬头”汽车拉力赛多伦站开赛，参赛车辆穿行在浑善达克2号沙地。 孙沐野/摄 2023年8月，罗振峰的牧家小院里停满越野自驾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