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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汉服经济
助力新文旅

“我两年前在九洲池拍摄过汉服照，现
在的洛阳汉服氛围与两年前大不相同！”敖
珞珈发出感叹。敖珞珈是重庆人，是区级非
遗传承人（“唐本俑”汉服手工制作技艺）、“礼
衣华夏”全球汉服模特大赛发起人、汉服活动
策划师，在设计汉服的同时还经常在全国各
地策划汉服活动。洛阳汉服文化的独特性在
哪儿？如何进一步发展汉服经济？近日，针
对在汉服产业全方位发力的洛阳，敖珞珈接
受洛报融媒记者专访，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扎根本土文化，挖掘洛阳
汉服独特性

“洛阳应发展具有城市特色的汉服文
化，这是由历史决定的。”敖珞珈说，不同于
现代，古代交通不便，各地百姓之间沟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流行服饰本就存在差异。
以敦煌为例，在许多唐代敦煌壁画上，展现
出的服饰飘逸灵动并不同于河洛地区，成为
现在不少演出服的设计参考。

敖珞珈在早期对汉服的考察中发现，南
方地区的服饰比北方地区的服饰放量大、厚

度薄，她推测这种不同是因南方炎热潮湿的
气候而导致的。这也说明在古代，因地制宜
改良服饰是十分常见的，因此洛阳的服饰也
应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以武周时期的洛阳为例，那时，女性地
位提升，涌现了不少女官，例如上官婉儿等，
服饰风格也相应受到影响，不仅女性裙装的
腰线由腋下转移至腰部，甚至女着男装也较
为常见，干练、合身是当时河洛地区女性的
服饰特点。

敖珞珈认为，洛阳可以延续武周时期女
性的穿衣风格，规划发展本土汉服文化。“失
去文化基底，汉服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每个
城市的汉服文化，都应该扎根在自己的土壤
里，形成本土特色。”敖珞珈说。

紧抓产品迭代，用 IP延续
汉服经济

当擅长四轮定位的汽修店老板转行做
汉服时，洛阳的文旅转型已悄然开始。

年初至今，洛阳汉服店铺数量暴涨，仅
一个洛邑古城景区就带火周边 300 余家汉
服店。如何延续汉服热的长尾效应？如何
用汉服热持续为城市文旅赋能？在敖珞珈
看来，转型后的洛阳文旅要紧抓产品迭代。

“汉服的流行不单单是服饰的流行，它
还伴随着许多周边产品的诞生。”采访期间，
敖珞珈展示了个人手机壳，并表示壳上印制
的IP“唐贵肥”，其设计师为洛阳人。

她表示，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许
多可以挖掘、设计、创作的汉服周边产品，也
有许多优秀的本土设计人才，在洛阳汉服

“租赁+妆造”的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开
发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产品迭代，也是进一
步发展汉服经济的良策。

当汉服周边文创产品进驻汉服店铺，游
客的消费就不止于浅层的汉服租赁，而在做
妆造的闲暇时间，可以进一步挑选心仪的文

创产品带回家。尤其是手机壳、收纳盒等具
有实用性、能融入日常生活的物件，其在使
用时也是对洛阳的隐性宣传。

作为汉服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敖
珞珈表示，未来自己也将依据在河南各地学
习的历史和看到的文物，进行系列汉服与周
边产品设计，让中原文化在汉服应用上更接
地气，让河洛文化拥有汉服IP产品。

寻求跨界合作，让游客不到
洛阳也能消费

“几十元就能当一天大唐贵妃，洛阳的
消费真不高！”这是不少游客到洛阳体验汉
服妆造后发出的感叹。目前，游客关于洛阳
的消费基本都是在洛阳本地进行，而敖珞珈
则提出了一个让游客异地也能消费洛阳文
化产品的新点子。

“汉服及传统文化，不一定非要在古色
古香的场景中才能应用，可以寻求跨界合
作，比如在商场打造美陈展览。”敖珞珈说。
美陈是一种艺术展览，常见的商业美陈经常
布局在商场中庭，是消费者打卡、购物的场
景之一。

与全国连锁的大型商业体合作，将洛阳
历史文化进行可视化设计，并搭配本地汉
服、汉服周边等可售卖产品进行美陈布局，
再将其推广至商场的其他全国连锁店，如此
一来，外地游客想要了解洛阳文化、洛阳汉
服，就不必局限在互联网，并且在异地也可
以实现消费。

敖珞珈认为，这种模式十分适宜布局在
年轻人多的一、二线大城市。美陈展览不仅
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拍照打卡的场地，更是消
费者在线下了解洛阳的载体。“当游客纠结
要去哪个古城游玩时，在本地商场看到来自
洛阳的宣传，很大概率会选择乘坐上去往神
都的列车。”敖珞珈说。

洛报融媒见习记者 李晓楠

“礼衣华夏”全球汉服模特大赛发起人敖珞珈：

打造消费新场景 让汉服经济更出圈 倾听五洲客家音，联络四海桑梓情。
以“重走客家南迁路，圆梦洛阳祖根地”为
主题，我市启动重走客家先民南迁路活动，
20 日上午在定鼎门广场举行活动启动仪
式后，采风考察团一行十余人，随即驱车前
往活动首站灵宝市，从客家“人文始祖”程
旼南迁的起点追寻其迁徙足迹和“德化育
人”思想理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对客家文
化的深远影响。

据洛阳客家联合会会长姬铁成介绍，
程旼于东晋时出生于弘农郡。而今天的灵
宝市古称弘农郡，历史上长期归京都洛阳
管辖。为避战乱，程旼带领家族从河洛地
区辗转南迁至广东平远扎根，积极传播河
洛文化，传授先进耕作技术，带头兴办公
益、教化乡里、移风易俗。其嘉德善行获得
了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普遍仰慕和赞誉，
其所在的县被命名为程乡县。程旼还被评
为“广东古八贤”，他的名字和他热爱乡土、

敦本崇教、德化育人、包容谦谨而又开拓进
取的美好德行，在广东平远、梅州乃至世界
客属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
客家人的精神坐标。天下客家，根在河
洛。客家先民的迁徙历史，见证了客家人
从河洛文化、黄河文明走向长江文明，再走
向海外文明的艰辛非凡历程，是中华文明
传承和传播的“活化石”。而程旼及其家族
的南迁轨迹和繁衍发展过程，就是整个客
家民系发展壮大的最好缩影。

采风考察团通过实地访查、专家座谈、
史料查询等方式，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活动。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接下来在为期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采风考察团将沿着五
条路线，前往赣州、梅州、深圳等地，追寻客
家先民南迁历史，充分展现河洛文化的深
厚底蕴，营造“客家回家”的浓厚氛围，联络
团结广大客属乡亲，为洛阳筹办世界客属
第33届恳亲大会营造良好氛围。（徐礼军）

重走客家先民南迁路活动首站到达灵宝

程氏南迁德化人 客家精神筑坐标

本报讯（洛报融媒见习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张雅峰）近日，首期河洛文脉论坛
在洛宁县香楸湾洛书文化园举行。

论坛由洛阳客家联合会、洛阳河洛文
化研究会、洛阳市隋唐史学会主办，洛阳市
文化产业协会、洛宁县香楸湾洛书文化园
协办。来自省社科院、市社科联、市社会组
织联合会、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
社科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和市河洛文化
专家学者共计30余人参加论坛。

论坛上，各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的
体系化建构与“河洛学”的学术推进进行了
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洛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干，在炎黄
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历史核心的作
用。河洛地区的学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将
河洛文化的体系化建构和“河洛学”的学
术推进作为使命，在探讨河洛文化的本体
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方面做出自
己的贡献。

首期河洛文脉论坛在洛宁举行
敖珞珈（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段跃辉）近日，“春诵夏弦 书声琅琅”百年老
课本展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开展，上百册从清
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学科老课本，集
中展示了我国百年来的课本变迁史。

本次展览由洛阳古墓博物馆联合江苏
省丰县博物馆呈现，以时间为顺序，分为四
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传统蒙学、经学课
本”，展出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蒙学、经
学课本；第二单元为“清末民初的新式教科

书”，展品精选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各类
课本；第三单元为“边区与解放区战时课
本”，聚焦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
地、解放区使用的教科书；第四单元为“新
中国成立后发行的课本”，具有明显的时代
特色。此外，展览还展出了不同时期与教
育相关的其他物件，如毕业证、教师聘书、
学生奖状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20
日，如果您感兴趣，可到洛阳古墓博物馆壁
画馆一楼西侧临展厅观展。

百年老课本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