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多次出圈的国风舞蹈，到年
轻人追捧的围炉煮茶，再到越来越
多人将“日常战袍”定为新中式风
格⋯⋯不难发现，在人们的生活
中，传统文化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了。很多人都意识到，传统文化并
非“只可远观”的抽象概念，而是可
以自然、不违和地融入自己的生活
方式之中。而来自各界的源源不
断的创意，也正为传统文化注入新
的生命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新
中式”如何美出新风度、新高度，行
稳致远？我们一起来看看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许梦然
的思考。

“汉服近年来深受年轻人群喜
爱有目共睹。随着传统文化宣传
力度不断加大，汉服更多地走入校
园，走入寻常百姓家。”许梦然近
年来对时尚界的商业创新有颇多
关注，她认为，以汉服为代表的民
族服装，是一个能帮助更多人打开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视野的切入
点。一来，服饰本身具备生活性和
民俗性，是生活必需品，也是不需
要 太 多 学 习 就 能 接 触 的 文 化 技
艺。二则，服饰对于普通人而言，
门槛不高。人们既可以通过服饰
更好地表现自我和价值观，又能穿
着服饰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具有很
强的社交属性。

“这让汉服产品出现了两个基
本走向。一个更注重日常生活场
景，一个更严格遵照传统制式、注
重 工 艺 品 质 和 服 饰 本 身 的 仪 式

感。”对整个汉服产业有了深入的
观察和研究后，许梦然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传统文化的商业创新不能
只是“潮”在皮相，也要注入新的血
液、长出新的内里。文化的继承，
并非原样复刻传统，也不是点缀式
地使用中国元素。如何兼顾不同
群体的需求，非常重要。“汉服产业
必须认识到，把汉服完全变成常服
不太可能，但能够让大家有更多适
合穿搭的场景是有可能的，比如叠
合‘汉服＋文旅’的消费服务与文
化传播的思路大有可为。”

刚刚过去的春节，马面裙成为
爆款，当大家身着中意的马面裙，
徜徉于老街古巷、亭榭园林中，不

仅可以实现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也
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触摸这座
城市的文脉，这也佐证了许梦然的
观点。不少网友直言，自己在研究
哪里拍新中式穿搭最“出片”的过
程 中 ，意 外 发 现 了 很 多 小 众“宝
藏”景点，也以此为契机，对当地
历史文化、人文风貌、古建筑等有
了更多了解。而对当地市民和游
客来说，看着不少人身穿宋锦马
甲、香云纱外套、刺绣马面裙、改
良旗袍自信出街，给人带来的视觉
效果是鲜活而生动的。尤其是很
多重度汉服爱好者在景区盛装出
游时，他们会热情地为好奇的游客
进行讲解，或者通过录短视频、开

启直播等方式，介绍每套衣服的
纺织和刺绣传承了哪些工艺，不
同纹样和面料背后有哪些文化寓
意，中国传统色讲究怎样的搭配逻
辑，等等。这种充满热爱的文化传
播，会让人们近距离、沉浸式地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传统文化贴
得更近，无疑也是在为当地的文旅
资源“带货”。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很
多消费者的感受是，如今扎根于生
活的中式美学俨然是个“富矿”，
大家也期待中式美学大放异彩。
但真到消费时，精彩的单品挺多，
真正立得住的品牌还不多。许梦
然心中，成功的品牌做对了什么
呢？她举了三个例子。最近年轻
人中有个热词叫作“情绪价值”，
出于对“情绪价值”的好奇，许梦
然关注了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香
氛品牌。品牌有一个产品系列，结
合苏州、杭州、北京等地的物候，
推出兼容当地文化意象与气候特
点的香氛产品。盛放蜡烛的陶瓷
蜡烛杯受古代食器“陶豆”启发，
通过器型的选择和特殊制器工艺
带 来 的 质 感 ，传 递 中 式 礼 仪 之
美。“这样的运作能持续打动消费
者、触发共鸣、提供抚慰人心的情
绪价值。”

另一个长期带给许梦然启发
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
有个朋友知道她养猫，送了一个来
自故宫文创的产品叫“祥龙十八
爪”，暗合了金庸武侠经典名段“降

龙十八掌”的谐音，其实这是一根
逗猫棒。更有趣的是，她的猫竟然
真的很喜欢它。“可见，这个产品在
设计时是做足功课了。从这个角
度而言，类似的产品可以说是踏准
了年轻一代的消费‘痛点’。情绪
价值、宠物经济、社交属性、兴趣爱
好，能打通这些元素的设计一定是
很厉害的创意集合体。”

第三个例子来自国际时尚品
牌近期连续推出带有中国风元素
的新品。许梦然认为这是通过工
匠精神链接两地文化的范例。它
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产品本身是
什么并非关键，关键是能否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品牌打造者和产品
设计者要相信，趣味和社交属性兼
而有之，会让产品为自己代言，成
为‘行走的推广人’。它的使用、流
行本身，就能起到文化宣传和推广
的作用。”

下 一 个“ 马 面 裙 ”会 是 什 么
呢？解读很多，但业界都有一个
共识：或许马面裙只能火两三年，
但国风、国潮的崛起已经势不可
挡。在许梦然看来，当产品结合
中式美学的精髓，可以触发消费
者某些情感、打通多重感官、打造
更好的消费体验时，一定会有更
大的市场，拥有更大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当然，这需要以深入理
解传统文化精髓、审美特点、消费
者的情感需求为基础。在对传统
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尊重上，来不
得半点含糊。

《故宫日历》是故宫文创打造的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内容围绕故宫文
物藏品展开。日历，成了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结合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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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那些厉害的创意集合体，不仅是潮

龙年春晚一幅《年锦》，创、演、秀相结合
的光影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服章纹样
之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时光流转，传统纹
样也越来越生动、繁复、绚烂，而不变的，是每
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年锦》这一人从画中来的“古代时装大
秀”中，四位演唱者分别身着汉代的深衣、唐
代的襦裙、宋代的背子和明代的袄裙，演绎着
历朝历代的流行经典。将四套华服逐帧定
格，放大局部，可以发现很多细节都充满玄
机。汉代深衣古朴大气，款式源自《列女仁智
图》。这套服饰中藏有很多“非遗”：衣缘和袖
缘用了非遗工艺——长乐明光锦，腰带上的
云纹为非遗刺绣工艺，此外，外层薄纱参考了
马王堆出土的方孔纱，头饰则是参考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复制的东汉金步摇，庄
重而又不失纤柔之美。唐代襦裙，款式参考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为了对应歌词“雄
狮过天山”，设计师在设计唐代襦裙时选用法
门寺地宫出土的狮子纹，并用手绣的方式将
它绣上去，遍身绮罗，尽显繁复华贵。宋代背
子清新淡雅，款式参考了南宋《中兴瑞应
图》。“罗”是宋代最著名的织物，这套服饰运
用了非遗工艺苏罗。普通丝绸工序一般为8
道左右，而苏罗工序则多达30道。而佩戴的
耳环为仿常州博物馆的宋代荷叶耳坠款。明
代袄裙秀丽温婉，款式参考了江西省博物馆
馆藏文物。马面裙底襕的位置重新绘制了东
门侍女纹。

这四个朝代的纹样差异足够大，样式丰
富、特色鲜明：汉代纹样庄重又有锐度；唐代
纹样繁盛，“连狮子都长着翅膀”；宋代纹样典
雅而又鲜明；明代则有很多“谐音梗”纹样组
合，比如，瓜跟蝴蝶的图案，寓意瓜瓞绵绵，
两个柿子寓意事事如意。节目还特别邀请

“敦煌艺术的女儿”、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
长常沙娜担任艺术顾问，历时一个半月，将
各朝代的代表性纹样，组合绘制成一幅吉祥
如意的年锦图。常沙娜说，中国传统纹样产
生于人民，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度和温
情，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更可以体现本民
族的文化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四位演唱者，《年锦》
还呈现了专家学者从历代数百纹样中精选的
16款，这些纹样大都是专人进行复原织绣，
最终呈现在16位汉服展示者身上，汉服爱好
者徐悦尔身穿大明红色蟒袍戴翟冠，和十几
位汉服同袍一起登台，让大家感受到汉唐宋
明以来，中国的服饰之美和纹样之美，“这是
春晚的第42年，却是汉服第一次大规模登上
这个舞台展示！春晚录制的那一天，后台随
处可见穿汉服的我们。从街头到央视总台，
这一路我们用了20年。”她也希望，汉服能更
真实地走进我们的日常，成为一件会被选择
的服饰，回归生活，趋于平常。

作者：田莉

从街头到春晚
走了20年

新中式兴起，一头连着文化
自信，另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带来消费端的新业态、生产端的
新机遇。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屈晓东观察到，从小
众圈层发展至今，新中式的受众
日益广泛，赛道中的“玩家”也越
来越多。“比如从产业发展角度来
看，新中式服装火出圈，也为传统
纺织行业注入了新活力。在从面
料到成衣的产业链各个环节，为
了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扩
大产能成为相关企业的当务之
急。而在需求的推动下，还有一
些企业积极布局。比如，原本生
产窗帘布的提花机开始转产马面
裙订单，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企
业的业务范围，也为传统家纺面
料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新中式消费群体在人

群结构上呈现出年轻、多元的趋
势，催生出越来越细分的场景需
求。除了服装领域，新中式的热
潮还席卷了美食、养生、家居等多
个领域，也带动了国风写真、古城
游览等诸多文旅活动。再来看新
中式茶馆的逆袭之路。很长一段
时间，提到茶馆，人们会将其与商
务会谈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而
新中式茶馆大胆打破这一刻板印
象，通过年轻化的环境、产品，打
造出新派社交型茶馆，成功将年
轻人拉回茶馆这一空间，也助力
传统饮茶文化更深度地融入当代
年轻人的社交生活。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和行
业组织对相关产业的大力培育
支持，更有效助推了“国潮”消
费。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商
务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数字化
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

案（2022—2025 年）》，明确提出
挖掘中国文化、中国记忆、中华
老字号等传统文化基因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推进“国潮”品牌建
设；2024 年商务部推出“老字号
嘉年华”活动，鼓励促进国货“潮
品”扬帆出海；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提出突出文化引领的纺织
品时尚升级行动，支持国产服装
品牌做强做优做大。

“当前，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是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之一，也是青年群体普遍认同的
消费选择。”在南昌市社会科学
院院长戴庆锋看来，传统文化+
现代载体的消费模式，不仅能够
充分彰显出中国悠久的历史，还
能以消费载体+文化内涵的模式
扩大影响消费群体，特别是青年
群体。“新国潮”已不局限于穿衣
吃饭，而正在科技、文化等各领
域发挥着“中国力量”。例如，国
产手机，因为契合年轻人审美，
在高科技加持下不断创新，数年
间已迅速跃居行业翘楚。国产

手机的变迁也成为“中国制造”
从模仿者、追随者变成创新者、
引领者的缩影。

来 自 得 物 APP 数 据 表 明 ，
2023 年国货“潮品”消费中，95
后、00 后正成为消费主力，占国
货“潮品”消费的 82.6%，其中 00
后消费占比近六成。这也表明，
新中式可以尝试与更多传统文化
联结起来，成为更多消费者审美
的长期主流，让传统文化在与现
代生活碰撞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新中式风靡，似乎给了我们
新的启示：它有很多种鲜活的打
开方式，人们也可以在一种更松
弛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带来的
美学魅力与知识沉淀。而关于新
中式产品还能有多美，关于对传
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如何继续创
新，人们依然有着更多的期待。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相关
产业做大做强，推动形成一批优
势国货品牌、龙头企业，让文化自
信的魅力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市场
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年锦》中的16款汉服

2024年，“新中式”成为第一个火出圈的流行趋

势。被称为“新春战袍”的汉服马面裙卖了3个亿；

央视龙年春晚节目《年锦》中，刘涛、刘诗诗、李沁、关

晓彤演绎“汉之庄严”“唐之绮丽”“宋之风雅”“明之

端庄”的古代时装大秀持续霸榜；越来越多时尚博

主、穿搭达人一袭汉服亮相旅游景点大街小巷，国潮

涌起下的新中式服装、发型、妆容火爆出圈。北京人

艺院长冯远征感慨，年轻人在表达对传统文化尊重

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了一种时尚。

不仅是盘扣、马面裙、宋锦外套、香云纱衬衫等

传统服饰，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

和文化产品也受到年轻人喜爱。国货在衣食住行各

领域绽放华彩。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新的消费增长点

中，国货“潮品”位列其中。“国”，代表了中国元素；“潮”

代表了时尚潮流，二者双向奔赴才造就了我们今天耳

熟能详的国货“潮品”，“国潮”背后不仅是中国制造、中

国品牌的崛起，更是中国情怀、中国自信的彰显。

“近年来，在服装行业，家居装潢、奶茶餐饮、美

妆时尚等多个领域，都能看到新中式赋能传统产业

的例子。”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屈晓东表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现代生活融

合的过程中获得持续生命力，新中式是一种不错的

发展方向。“我们期待，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新中式

与更多传统产业广泛且深度融合，这将推动传统产

业不断迈向新赛道，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打开社交软件，明星出席活动穿新
中式，带动“杨幂同款”“倪妮同款”销量
走俏；时尚博主的花式推荐，也让用户纷
纷种草下单。

截至目前，小红书平台“新中式穿
搭”相关笔记高达近300万篇，抖音“新中
式穿搭”话题下已累计超百亿次播放。
据淘宝数据，近两个月“新中式”搜索量
同比增长超200%，2023 年新中式服饰市
场规模达10亿级；天猫服饰发布2024春
夏核心趋势风格，“新中式”依然C位。

到底什么是新中式？其实并没有精
确定义，在当代年轻消费者看来，可以将
其理解为一种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并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当新
中式成为国人热衷的生活方式，许多网
友将其称为“血脉觉醒”，这背后其实是
大家与日俱增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
来自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包容，这是新中
式浓墨重彩的底色，更见于创新。

马面裙是当下汉服市场当之无愧的
“C位”，它的顶流之路，就与创新息息相
关。一方面，年轻人不断在搭配上尝试、
创新，不局限于传统的衫、襦、袄，还可以
混搭现代T恤、衬衫、卫衣、小西装等，扩
宽了穿着场合。另一方面，设计师们不
断在图案、颜色、设计上进行创新，更符
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龙年春晚的古代服饰顾问陈诗宇曾
担任《清平乐》《国家宝藏》的历史服饰指
导，也是社交网络上最早一批普及中华
服饰文化的大 V。他介绍，今天对于传
统服饰的探索，包括对汉服的实践，大概
是从 2003 年开始的。当时就是一拨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开始自制汉服，或者穿
汉服上街。“我们当时出于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好奇心、使命感，才开始研究中国
古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去发掘和实践中
国传统服饰文化。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
的，最活跃的还是年轻人。这是一个很
好的现象，因为年轻人的接受度高，传播
力强，他们的探索是正视中华文化一个
很直观的体现。”

在他看来，新中式是一个很重要的
尝试，但如果只是在服装基础上，点缀一
些中式元素，这是很表面的，“新中式服
装的进化，不能只停留在纹样上、元素
上，应该通过梳理，去理解提炼出中式服
饰的审美内核，来源于古，不拘泥古，兼
顾日常穿着需求的包容度与当下时代审
美的结合度，真正让国人知道——何为
中国审美，这样的服饰才能给穿着的主
体带来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一头连着文化自信 另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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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簪花、茶馆、景点⋯⋯新中式在衣食住行各领域绽放华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