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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滁州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且经济发展属于三线中型城市，其汉民族传统服饰现代化发展现状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以滁州市汉民族传统服饰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不足为基础，针对滁州市汉民族传统服饰现代

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这将为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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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uzhou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third-tier medium-sized city. Its modern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Han na-
tionality is representa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uzhou Han traditional costu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uzhou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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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ostume,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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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和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精神追求。作为中国发展至今的中流砥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能够实现强劲发展，对于提高

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当谈到如何去把握、处理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与新时代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因此，要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好，就要把握住“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方针，就要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一动力。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2] (下文均简称汉服)，是在汉文化和华夏礼仪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

一种以交领、系带和右衽为特点的汉民族服饰体系。在历史进程中，汉服成为了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文化载体之一，表达着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内涵。汉民族传统服饰，其服饰上独特的文化符号蕴含着

独特深厚的服饰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在当今时代下，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2. 汉服的当代“出圈” 

中国传统服饰是中国人的传统服饰，其中既包括汉人的服饰，也包括少数民族服饰。但很长时间以

来，相较于少数民族服饰的一脉相承，所谓“汉民族服饰”却在传承中经历了断层，“汉服在三百余年

前的消失，导致它错过了现代演化的可能历程。”[3]有的人甚至把汉服定义为“古人的衣服”“戏服”，

然而传统服饰绝不是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古装”“戏服”。传统服饰体系作为一份子，与传统节日、

传统诗词、传统音乐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而今，汉服乘着“汉服热”走入大众视野，不仅相关话题热度持续升温，而且相关的活动、大赛都

在竞相举办。作为历史悠久的皖东亭城的滁州市，也以滁州市文化馆为活动地点，开展了一系列汉服节

非遗研学活动，积极参与到发扬汉服文化当中。汉服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其背后反映出国人日益坚定的

文化自信和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诉求。 

3. 滁州市汉服现代化发展中的特点 

3.1. 网络在汉服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网络迅速普及，让滁州市汉服有了发展并传播的平台。以“汉服滁州”官

方号为例，“汉服滁州”的运营者是滁州文化馆汉文化研学社，该平台旨在以汉服为载体，弘扬和复兴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629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陆崇荣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6292 2131 社会科学前沿 
 

汉民族传统礼乐文化，在微博、QQ 等热门网络社交平台上开展滁州汉服活动的预热宣传。在本次调研中，

有 8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获取汉服相关知识的途径来自于网络，尤其是“汉服滁州”的线上宣传活动。

相比较其他途径，通过网络途径获取汉服相关知识的人数位居第一。因此，在滁州市汉服的传播和发展

中，互联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2. 中国风元素的现代化运用有利于汉服文化的传播 

现代部分流行时装采用了很多中国风元素，如祥云、牡丹等，这种带有中国风色彩的“国潮”服装

给人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滁州市内的亭城汉韵汉服体验店为例，该店不仅包含传统款式汉服，

也包括中国风改良汉服。经过试穿，笔者认为相较于传统汉服，该店的中国风服饰更符合现代服饰的特

点，穿着较为舒适得体，同时运用了传统汉服的龙纹、仙鹤等，显得古韵美观，恰到好处。线下调研中

大多数受采访者对中国风元素的现代化运用呈现出一定的肯定态度。首先，他们认为中国风元素具有一

定的审美价值，并且了解其背后的内涵与意义。其次，他们认为中国风元素的现代化运用有利于引起更

多的人对于汉服的兴趣，并且有利于汉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但尽管如此，部分受采访者仍表达了自己的

忧虑，认为中国风如果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也难免被淹没在后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 

3.3. 现代汉服在重构中不断传承 

“穿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是“人们通过服装改变或修饰自己的外观，以取得预期

效果的活动。”[4]在本次调研中，69%的被调研者在“是否愿意日常穿汉服”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强

的意愿，部分线下受访者也表示自己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汉服，其中以滁州学院等滁州市内高校为主

的大学生接受程度较高。而实际穿着汉服接受采访或被观察的行人，也以高校生为主，滁州市民较少。

可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并穿上汉服。这印证了“现代汉服的成功之处是以历

史文献为依据，以考据文物数据为手段，以壁画、绘画等资料为参考，不断提取古代汉族服饰的文化基

因，找寻历代汉族服饰的共性，进行现代化的实践和改造。”[5]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人们越来越

愿意了解汉服文化，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体验汉服，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对于现代汉服的重构与发展。 

3.4. 汉服的传承与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过程 

2002 年“汉服”概念被提出，2003 年 11 月 22 日汉服被人第一次穿上街头，从此拉开了现代汉服复

兴的序幕。滁州市汉服复兴的第一个领导组织，要追溯到 2009 年成立的琅琊旖梦汉服社。自组织成立后，

滁州市汉服爱好者们在百度贴吧等平台传播汉服理论，并在平台上宣传线下汉服活动，扩大了滁州汉服

活动的声势。在线下采访中，绝大多数受采访者认为汉服爱好者们组织的汉服节、花朝节等活动可以产

生氛围感，增强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引导更多的人了解汉服及其背后的文化。自党的十

五大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共同确立为党的“三位一体”布局以来，滁州市线下汉服活动也

逐渐获得官方认可和支持，前文所述的滁州文化馆汉文化研学社便是从琅琊旖梦汉服社更名而来，它的

发展离不开滁州市政府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 

4. 滁州市汉服现代化发展中的不足 

据调研所知，滁州市汉服市场存在以下问题：滁州市汉服市场规模较小、缺乏市场规则管控、行业

规范化较低、市场准入门槛低；滁州市汉服行业商业模式不成熟、汉服质量良莠不齐、汉服价格不透明；

本地特色汉服品牌曝光度和知名度较低；宣传力度和营销力度弱，宣传方式单一；滁州市政府对于汉服

等传统文化的发展表示支持，但扶持力度不够，政府相关人员则表示不清楚汉服店铺经营情况、产品真

伪、售后服务等，无法给予太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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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缺乏宣传与监管 

4.1.1. 市场 
根据调研反馈，滁州市汉服消费环境逐年好转，文化受众不断增加，文化主题活动也随之增多。但

显然汉服文化的潜力并未完全开发，大多数人依旧不了解汉服文化。我们认为汉服传播范围小主要是地

域经济差异性造成的。如在滁州市周边的南京市会经常举办专业汉服秀，而像滁州这样的三线城市，汉

服秀非常少，部分普通受众感觉到小城市走秀展示的汉服存在做工粗糙、图案模糊等问题。汉服店老板

表示倾向在一线城市开设体验馆，因为人群开放度高，经济能力强，喜欢尝试新事物。对于举办汉服展

或广告营销，汉服店老板表示意向不大。因为大部分汉服店老板都有过亏损经历，无力开支汉服展费用

或广告营销费用。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滁州市汉服行业生意萧条，他们不得不开展其它服装的售卖服

务。 

4.1.2. 汉服设计者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采访了滁州市各类人群：汉服店老板、在汉服圈子资历深的爱好者、汉服圈外

人员等。我们从采访回答中看出大家的共识是汉服很美，应当被更多人接受，但在具体汉服文化内容上

出现巨大差距：一般大众只停留在表面的审美阶段。部分汉服圈子的资深人士对汉服所承载的礼仪等传

统文化有较深掌握，他们认为汉服的制式应完全遵循古代制作规格，不能随意改动。而滁州本地汉服也

往往因袭旧制，缺少地域特色。因而，对于汉服设计者来说，如何平衡好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打造具有

滁州本地特色的汉服，让更多的滁州市民正确认知和接受悠久的汉服及其文化是当下滁州市汉服现代化

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4.1.3. 大众 
大众对汉服的认知不仅只停留在审美层面上，而且还认为汉服价格昂贵。这说明汉服的价格不被了

解也是传播汉服文化的一大问题。一方面，在部分受访者看来汉服是奢侈品一类，所以不去体验汉服，

这种认知极大地阻碍汉服文化传播。而我们在调研的滁州市汉服店中都发现有三种价格档次的汉服，最

低档次一百多元，这是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对于最低档次的汉服质量，并没有相应的质检部门的

保证。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受访者由于缺乏汉服相关知识，担忧购买假货，所以不去购买汉服产品。 

4.2. 政府帮扶力度不足 

我们重点关注了政府有关部门在汉服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在采访滁州市文化馆

志愿服务人员时，了解到政府对于汉服等传统文化的发展表示支持，如滁州市文化馆即将举办的“花朝

节”，就是以汉服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为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活动。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汉

服活动必须在疫情防控的要求下进行，滁州文化馆汉文化研学社原定的一系列汉服活动只得顺延或取消。 
另一方面，在采访中部分汉服店老板提出了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在其免费协助政府举办文化

活动后，政府却没有给予一定的宣传，所以他们不太有意愿再次配合政府的文化活动。而政府相关人员

则表示不清楚汉服店铺经营情况、产品真伪、售后服务等，不能给予太多宣传。 

5. 对策与建议 

5.1. 结合民族与地域特色、时代发展潮流和群体差异性，打造滁州市特色汉服品牌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汉服传播范围小与地域经济差异性有很大关系。汉服店老板表示倾向在一线城

市开设体验馆，并因为担心亏损，对举办汉服展意向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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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本文建议滁州市政府鼓励企业创建地方特色汉服品牌，对汉服企业进行相应的补贴，积极宣

传汉服文化活动，推动滁州市汉服品牌“走出去”。 
而滁州市汉服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对于服饰的需求，在设计的过程中同时结合滁州市当地

文化特色。例如：对于上班族，根据他们的职业习惯与社交场合，设计出更舒适得体的带有民族传统元

素的工作装；对于中老年群体，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设计出款式不同但符合年龄的汉服；在汉服设计的

过程中可以适当参照滁州市的民俗文化，如增加狮子灯、花鼓灯等元素。 
“在汉服的创新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遵循史料记载、考古发现的汉服基本形制，其余的设计部分

可以自由发挥。”[6]即传统汉服与时代艺术元素结合，既要规范形制，又要创新传统色彩，打破纹样的

束缚，同时也要保留传统文脉，把情怀做到极致。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越

来越密切，汉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其本身不仅是承载汉民族独特风貌风格的文化载体之一，还象

征着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滁州市汉服设计者也应秉承这一理念，努力将汉服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坚持

与时俱进、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5.2. 摆正当地民众对汉服的认知，融合现代技术，传播汉服文化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仍有滁州市一般大众对于汉服只停留在表面的审美阶段，对汉服本身蕴含的文

化知之甚少。“殊不知，中国服饰文化是儒家礼乐服务体系的整体体现，贯穿于西周至明代的儒家典籍

历史体系之中。汉服蕴涵着许多传统文化内涵，深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影响。汉服以‘天人合一’
为其文化发展核心，设计理念体现了其外在表现的深层意蕴和美。”[7]如何使大众正确认知和接受悠久

的汉服文化是当下汉服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对此，本文建议线上线下相结合，借助平台联合热门 IP，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以大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推动滁州市汉服新业态的发展，例如打造汉服梦工厂，让当地市民亲身体验流觞曲

水、汉礼投壶、手作香囊和烹茶煮酒，满足人们对“真、善、美”文化的想象与追求。在滁州市文化馆

或者开展汉服文化讲座，在琅琊山等名胜古迹开展独具特色的汉服活动，并分发宣传册以及汉服元素纪

念品，从而有效地推广汉服文化，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 
同时，滁州市文化馆还可以设置固定网站，聆听当地市民意见与建议，鼓励在汉服文化上提出创新

见解，采纳后可进行汉服奖励等，促进汉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5.3. 丰富汉服活动形式，提升滁州市汉服圈的包容度 

随着“爱国潮”和“汉服热”的兴起以及古装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汉服圈，他们有着自

身特定的规则。据了解，在滁州市汉服圈，某些群体对于没有全套且标准的服饰和妆发的普通民众存在

歧视行为，使得汉服圈成为“一小众人”的小众文化。但是众所周知，汉服不仅拥有文化张力，同时对

于个人也有一定的约束力，汉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身份体现。 
因此，本文建议滁州市文化部门针对汉服圈一些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进行发声，提升汉服圈的包容度，

不断宣传汉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当地民众思想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让其认识到汉服本质上是一种

服饰，不应歧视简装出行、无妆造，不应进行外貌攻击。此外，要加强对于滁州市民的基本礼仪宣传，

使其自觉规范言语行为。 

5.4. 着眼于民众需求，联合相关政府部门，促进汉服行业可持续性发展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还重点关注了政府在汉服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了解到政府对于汉服等

传统文化的发展表示支持，但扶持力度不够，而政府相关人员则表示不清楚汉服店铺经营情况、产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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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售后服务等，不能给予太多宣传。部分市民把汉服归为奢侈品一类，不去体验汉服，也有一部分人

因为缺乏汉服相关知识，担忧购买假货，所以不去购买汉服产品。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调研发现滁州市汉服行业发展同质化、山寨问题凸显，而预售期过长、商

业模式不成熟、行业规范化较低、工艺成本等因素导致价格瓶颈，民众购买欲望降低。 
对此，本文建议滁州市相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建立一套能同时对接滁州市汉服市场和消费者的信

息系统，录入并及时更新当地线上线下的商铺信息，为原创服饰打上标签，保护正版，鼓励打造滁州市

特色汉服市场。对商家进行文化、市场责任教育，拒绝粗制滥造。根据服饰的原料成本、制作工艺、实

物质量等因素，结合市场需求限定合适的价格区间及预售期，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向不同的消费群体推送

产品信息。同时完善投诉机制，建立完善的客服平台，鼓励消费者及时准确地反映情况，维护消费者权

益。 
滁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在其新媒体账号上传播汉服文化知识，对于滁州市文化馆以及其他汉服馆

举办的活动加以审核并宣传，鼓励当地市民积极参与。 

6. 小结 

作为我国特色传统服饰的代表，汉服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现

代化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分量。在“一带一路”和“文化自信”的政策下，

推进汉民族传统服饰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另一方面，为汉民族的其他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相关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

应用提供借鉴——以小见大。以滁州市为例，以汉服为代表的传统服饰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此，本文在此呼吁滁州市相关部门、市民能够形成合力，共同助力于滁

州市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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