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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开始只想美美哒
矢志传承棒棒哒

年轻人成传统文化出圈助推器
2017年前后，爱美的小姑娘鲍鲍试着穿了

一次汉服，“没料到一下子就掉坑里了”，爱屋及
乌地喜欢上了国乐、传统博物馆等众多传统文
化。“我最自豪的，大概是觉得我们的喜好，竟然

带动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并影响了长辈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她告
诉青年报记者。

因为从90后到Z世代的“接力”，如今传统文化美出圈的现象比比皆是：线
上，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河南博物馆的“Soul博物馆元计划——国风雅，
遇知音”系列活动；线下，东方艺术中心的国潮国风音乐节、上海民族乐团的《海上
生民乐》驻演，都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汉服已经成为鲍鲍出行的必需品。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拍照美美
没想到竟然“入坑”

和大部分爱美的年轻女孩一样，鲍鲍
也早就关注到了汉服的流行，“想着穿了
拍照会美美的，不过我以前看到的多是淘
宝风的那些衣服，我没什么购买的欲望，
大概2017年左右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
设计师设计的比较精美的，就试着买了一
件齐胸襦裙，这是唐朝的服饰样式。”

第一件汉服入手后，鲍鲍从此一发不
可收拾，“入坑”差不多4年的时间，她已
经买了近200件汉服。“收入的一半都用在
上面了，放了两个房间.”她有些不好意思
又有些自豪地说，“从一开始的觉得美就
行，到后来讲究背后的文化，比如会考虑
各朝代风格的不同，现在西汉、隋唐、宋
朝、明朝都会有。”

买得多了，对汉服也有了初步的“研
究”。“目前来说，明朝风格的会比较成体
系，而唐宋的，则是商家设计得更多一
些。”她说，“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但总体来
说，男女比例大概在1:9吧。”

鲍鲍是创新派的支持者。“女生穿的
‘云肩’，像是在明朝的时候，可能它就只
是一块布，绣了一些图案，但是现在的设
计就多了很多发散性思维，做了蝴蝶啊、
云雀啊这些设计，我觉得这些创新的细节
设计，还挺好看的。”

爱屋及乌
传统文化震撼心灵

前两天，一位身披红色斗篷迎风驰骋
在滑雪场上的姑娘刷屏了，她叫小美。飘
逸又飒爽的英姿“征服”了众多网友，赞其

“宛若御剑飞行”。鲍鲍说，小美在汉服圈
内已经小有名气了，“我看了她不少视
频。”拥有的汉服多了，就需要“应用场
景”，为了扩大“应用场景”而产生的“副作
用”，让鲍鲍非常开心，“我越来越爱传统
文化了。”

2013年，知名词作者方文山在西塘
古镇创立了汉服文化节，成为国内较早的
汉服文化节，开始带动了汉服文化热，这
也是鲍鲍会去的地方，但她也不仅仅是以
聚会为目的，而是加入了很多传统文化的
欣赏。“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说‘入坑’，一般
都是‘多坑’，不会是单单一个‘坑’。”她
说，爱上汉服后，她开始关注有没有古风
的音乐会、展览参加，“甚至传统的戏曲，
我都从原来的完全不懂，变得欣赏了起
来。”

“以前我也就只知道《游园惊梦》是个
昆曲，是国粹，但我完全不会‘感冒’，是我
小时候外公外婆听的东西，我根本不会有
兴趣。”她说，当汉服带动各界一起，就《游
园惊梦》的某一个元素进行解析、宣传，比
如有了联名款的品牌，比如音乐和游戏结
合，“我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了，
开始发现它的美，随后更深入地去了解，
原来故事这么美，就更爱了。”

今年国庆期间，鲍鲍和爱汉服的朋友
们一起参加了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潮玩
国风音乐节。昆曲王子张军上演了一场

“水墨新调”的新昆曲音乐会，让她记忆深
刻，“现场很多的年轻观众，张军老师还在
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改编，非常好听。我
甚至看到有奶奶级的观众，在现场跟着摇
摆！”

文化自信
不断创新不懈努力

与鲍鲍、小宇志同道合的Z世代年轻
人越来越多。正如青年报此前报道的古
典乐、纪录片一样，当受众基数扩大，包括
研究传承、创新生产、人才进入等在内的
原本“小众”的文化，整个链条就进入了良
性循环。“说得大一点，这是我们国家文化
自信的必然结果。”年轻的鲍鲍自豪地说，

“想想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能带动公
众对传统文化有全新的认知，真的很开
心。”

鲍鲍和小宇喜欢的汉服，短短几年
间，已经成了一条全新的产业链。“很多汉
服，现在都可以算得上是轻奢品了。”小宇
说。而鲍鲍说，当时自己穿汉服去一些比
较正式的场合，还会引来猎奇的目光，现
在社会都很接受了，“我妈妈也是从颇有
微词，已经发展到能在家里试着穿我的衣
服了。”她笑说，下一步的目标，是鼓动妈
妈穿出门。

不仅仅是汉服，传统文化正在全面发
扬光大，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传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队伍中。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表示，国风
在年轻人中逐渐流行起来，这是一种传统
文化的回归：“近年来，国内对传统文化越
来越重视，这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从
历史上来讲，中华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个潜在
的动力，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现当代的发
展。传统文化有着取之不尽的养分，可以
为现在来服务，因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和
文化自觉。”

青年报评论员 陈宏

有这么一句话：年轻人是一个民族

的未来和希望。

当我们在策划《Z世代文化报告》这

个系列专题时，对这句话有了非常强烈

而直观的认知：正是这群不拘一格享受

着文化多元的年轻人，颠覆了传统认

知，让一些此前公众认为是“中老年俱

乐部”保留文艺节目的艺术形态，突破

了所谓年龄和阅历的壁垒，屡屡“破圈”

乃至成为社会热点。

年轻人的热血和自信，推动着原本

小众的优秀文化，走向了大众。好的东

西要分享，我爱上了这件美美的汉服，

就愿意和朋友们一起穿着，去一些正式

的或者文艺的场合。一开始自然会有

好奇的打量，但回应给这些目光以大方

的一笑，不会再有尴尬，并推动了社会

观念的整体转变。原来，这些汉服后面

蕴藏着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原来，老祖

宗传给我们的东西，那么讲究那么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自信甚至传到

了国外，很多国际友人都在感叹中国传

统的美，甚至不少外国人在国外的街

头，都能对中国传统如数家珍。这，不

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文化感染力？

Z世代们热爱流行乐、综艺、影视剧

之外的所谓“小众文化”，是中国社会发

展、文化大繁荣的必然结果。但更让人

感慨或者说欣慰的是，这些年轻人并不

是盲目地追一追潮流，他们“入坑”之

后，通过自己的热爱，开始带动这些文

化和新潮的元素结合，诞生出老少皆宜

的全新潮流。

不满足于传统音乐会的观众，让还

在读大学的00后指挥家金郁矿有了更

多的灵感，和一群差不多年纪的年轻音

乐家，折腾起了全新古典乐理念的“青

鸟计划”，让余隆这样的古典乐大咖都

欣赏不已；

被《我在故宫修文物》感染的年轻

人，对纪录片的如饥似渴，让腾讯、B站

等网络平台都加大了纪录片频道的投

入，让东方卫视专门拿出固定的黄金档

期放纪录片，让优秀纪录片越来越多；

汉服文化的火热，让全国各大卫

视、乐团剧场博物院等文化机构加入，

诞生出了无数的传统文化精品……

这些原本的“小众文化”并不只是

“火了”那么简单，它们都有了创新式发

展，拥有了在新时代的“应用场景”。而

这背后，不正是包括Z世代年轻人在内

的创新思维？有他们的活跃，这些优秀

文化的未来就绝不会缺少活力！

年轻人的活力，让“小众”活了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