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汉服经济
助力新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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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衣冠
上国，服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视觉
优势而逐步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汉服热。

基于此，千里尘建议，城市发展汉服文
化，既要运用“汉服+”思维，也要利用“+汉
服”的方式。“汉服+”即城市以汉服为支
点，撬动与其匹配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汉
服鞋、古风头饰等；“+汉服”则是以城市现
有产业为支点，用汉服做点缀，如“博物
馆+汉服”，即用汉服为城市文博产业赋能
添彩。

“在文博领域中，汉服是增强游客沉浸
式体验感的优质元素之一。”千里尘说。她
以曾任编剧并导演的一部汉服短片《端平
故梦》为例，该短片灵感源自福州茶园山小
学施工时发现的一座夫妻合葬墓。洛阳墓
葬文化底蕴深厚，洛阳古墓博物馆在全国
享有一定知名度。千里尘建议，洛阳可围
绕本地特色墓葬，挖掘其背后故事。有了
内容支撑，再融合汉服文化，在呈现形式上
无论是视频短片，还是沉浸式演绎，都能够
增强游客体验感，有利于城市IP打造。

不只墓葬文化，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还有着丰富的遗址资
源。在龙门石窟、明堂天堂等景区，每一尊
佛像、每一块砖石都可能蕴含着动人的故
事。“挖掘其中的故事，撰写剧本，打造互动
剧场，此时汉服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因为它
与文化是无法割裂的。”千里尘说，依托洛
阳独有的文化遗存打造的内容，也会成为
洛阳的城市名片，助力洛阳进一步发展汉
服文化。 洛报融媒见习记者 李晓楠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昨日上午，电影
《北狮英雄》先导片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南广场举
行开机仪式。

现场，制片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影片以清朝
末年的洛阳为背景，讲述了洛阳东郊白马寺镇大里
王村大里王狮舞传承人带领徒弟在乱世中救助贫
弱、与恶势力斗争的故事。该影片由王军导演，计
划投资1500万元，预计票房收入6000万元，拟邀
请谢苗、安志杰、樊少皇、邹兆龙、吴樾、张晋、熊欣
欣等演员出演。

制片方透露，在影片中，观众将充分领略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里王狮舞的风采。大里王狮
舞传承人王露伟介绍，洛阳狮舞诞生于北魏时期，
是我国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民间狮舞，距今已有
1500多年历史。洛阳狮舞中的大里王狮舞属典型
北派狮舞，表演奔放洒脱、刚烈矫健，通过刚劲雄浑
的舞姿表现狮子威武的气质和勇猛的神态。表演
过程中极重气氛渲染，在金鼓齐鸣、鞭炮大作的氛
围里，艺人通过跳跃、跌扑、腾翻、打斗、登高履险，
将狮子“兽中之王”的威猛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清以后，随着河洛地区民间社火文化的发展，大
里王狮舞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表演技巧和
艺术造型，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

“洛阳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可挖掘、展示的素材
非常丰富，为电影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上
述负责人表示，该影片将充分发挥洛阳文化资源优
势，用优美的画面和动人的故事展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魅力，打造影视精品、讲好中国故事，实现票房
与口碑双赢。

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理事、汉服品牌内容顾问、多届“中国华服日”主持人千里尘：

文化蓄力 助力汉服“潮流”变“顶流”

讲述狮舞文化
展示非遗风采

电影《北狮英雄》先导片在洛阳开机从小众化爱好，到大众化体
验，近年来，汉服“破圈”之势明
显。年初至今，洛阳汉服氛围浓
厚，街头巷尾频现环佩叮当、罗
裙飘飘的汉服爱好者，这也吸引
了不少外来游客到洛阳体验汉
服变装。

“目前，全国各地的汉服热看
起来更像是一种潮流，而脱离了
初始时对文化的关注。”千里尘认
为，市场的发展让汉服跳出文化
范畴，趋近于影视化、舞台化、潮
流性，这种速度让服饰背后的文
化普及望尘莫及。一旦将汉服归
为潮流的一部分，就难免有退潮
的一天。

“洛阳具备发展汉服文化的

优质土壤，但其发展应该基于洛
阳千年来的文化底蕴，而非汉服
市场的一时潮流。”面对洛阳的
汉服热，千里尘说，无论是城市
文旅还是汉服文化，其发展都需
要细水长流的沉淀，否则多为昙
花一现。

服饰潮流来去匆匆。千里
尘认为，洛阳想要超越潮流范
畴，对汉服热进行文化加码，应
认真对目前的汉服市场进行规
范，将洛阳的历史文化根植其
中，助力汉服“潮流”变“顶流”。
这就需要洛阳各学术机构、文博
单位等，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做好
合作，为汉服文化在洛阳的发展
打好基础。

近年来，不少城市发现汉服发
展潜力，借助汉服赋能地方文旅。
在活动经验丰富的千里尘看来，
虽然汉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推广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多数
活动究其本质仍是服装秀场。

洛阳应如何突破秀场逻辑，
举办好一场赋能城市文旅发展的
汉服活动呢？千里尘认为，走秀
可以存在，但不能将其作为主要
环节。一场好的汉服活动，应该
是主题明晰、环节多样的。

她以《洛神赋》为例，洛阳可
以围绕《洛神赋》涉及的时间、故
事、人物等方面，打造一场汉魏主
题汉服活动，在展示该时期服饰
的同时，做好专题研讨，邀请专家

开展相关讨论，将视觉秀场转化
为文化续存。同时，也可向社会
发出创意征集邀请，让群众做编
剧，富有创意地谱写大众心中的

“新洛神赋”。如此一来，在提升
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在无形中
做好了活动宣传。

同时，千里尘认为，开展活动
应首先对本地人产生吸引力。“许
多城市都喜爱将受众定位为外地
游客，但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与
认可，又如何能吸引外地游客远
道而来。”她说，本地人拥有地缘
优势，是汉服活动与城市文旅的
绝佳受众。一场能够吸引本地人
走出家门的活动，才是大家心目
中的好活动。

“洛阳许多文物
上的花纹，都可以设
计为汉服纹样。”近
日，中国青少年新媒
体协会理事、汉服品
牌 内 容 顾 问 、多 届

“中国华服日”主持人
千里尘（笔名）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洛阳汉
服热持续，如何将这
份“网红”变“长红”引
起各方热议，针对这
个话题，千里尘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

文化加码，助力汉服热超越潮流范畴

以小专题切入大活动，吸引本地人参与

依托独有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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