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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
西塘

老和喜欢到处走走，这事相
熟的人都知道。每逢周末、节假
日，总能看到他朋友圈晒出的各
地风景，以上海为原点，长三角周
边的大小景点几乎没有老和说
不出的。可就在前不久，一个古
镇让见惯了各种大场面的他大为
震撼。

  月初，趁着周末，老和去嘉
兴西塘古镇游玩。订民宿时，他
就发现些许不寻常。“平日民宿的
价格也就一两百，就算是周末三
四百块也差不多了，我想订的那
几天，价格比平常周末几乎高出
一两倍，而且古镇里位置较好的
沿河民宿都是这个价。”

再一打听，老和得知，原来他
的行程正好赶上古镇一年一度的
西塘汉服文化周活动。本着顺便
凑热闹的心态，老和还是订了房
间，如期出发。

老和不知道的是，他正好赶
上的活动，对于古镇西塘而言，是
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对于全国数
以百万计的汉服同袍和传统文化
爱好者来说，更是国内最大、最顶
尖的以汉服文化为主题的年度盛
会。就在刚结束的第四届长三角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西塘汉
服经济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入
选首批   个长三角人文经济典
型案例。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几天，一
个小小的江南古镇，会带给老和
多少震撼与惊喜。

一 碰撞
“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

的建筑，现代的人”，西塘古镇并
不大，沿河而生的景致和其他小
桥流水的江南古镇并没有太大区
别，却因为“现代的人”有了许多
烟火味十足的生气。

上世纪  年代末，西塘古镇
旅游开发，  万平方米的古建筑
群，保留了    户本地居民。冒
着热气的早餐铺子、踢踢踏踏的
青石板路，沿河汲水、弄里闲聊，
是他们的生活日常。“生活着的千
年古镇”，是西塘古镇最为外人熟
知的标签。

显然，老和并没有来得及感
受这样的日常。

“我是  月 日下午到的，办
好入住，从民宿的窗户往外看，对
岸是穿着各式各样汉服的人群，
人山人海。所有人都集聚在河
边，等着即将开始的花船出巡。”
目之所及，都是穿着汉服的人，衣
服妆容都很精致，不是“影楼风”，
文武扮相应有尽有，老和瞬间觉
得自己“穿越”了，“穿着日常的衣
服反倒有点格格不入了”。

更让老和震撼的一幕出现在
酒吧里。西塘古镇的夜经济在江
南一众古镇里小有名气，酒吧一
条街更是颇受长三角年轻人喜
爱，周末驱车过来泡个吧放松一
下，是一些长三角人的常态。

而当酒吧遇到汉服文化周，
看着舞池里裙裾飘飘的人海陶醉
在爆裂的酒吧，老和觉得新奇。
古镇和汉服或许本身就契合，但
当代表着年轻时尚潮流的酒吧和
传统的汉服文化发生奇妙的碰
撞，这样的场面，居然一点都不违
和，更像一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这
让老和感到震撼。

这样的碰撞，李道兵已经感
受  年。  年前，他离开上海，
离开图书出版圈，在西塘转做酒
吧，那一年，首届西塘汉服文化周
活动启幕。

“西塘汉服文化周能有今天

的规模，和当地十多年持之以恒
的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李道兵
说，在这场汉服文化盛宴中，商家
是受益者，来的人多了，生意自然
更好，但汉服文化周带给商家的，
不只是生意：“我们每年都融入其
中，酒吧的摆设、装饰、舞台都会
做专门的设计，活动周期间的音
乐，也以中国风为主，比如周杰伦
的歌，完全是不一样的氛围。”

原汁原味的古镇，是汉服文
化的最佳载体，走在时尚潮流前
沿的酒吧经营者，对古镇的保护
与开发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经
营会自发考虑古镇保护的方方面
面。“我们在这里扎根，是新西塘
人，古镇是西塘的名片，我们也会
寻找最合适的发展方式，既要保
护好古镇，也要有新的发展。”

不光做娱乐，也要做文化。
一条   米长的塘东街，聚集了  
家酒吧，经营者们在这点上达成
了共识。“刚来的时候，不知汉服
是何物，现在因为汉服文化周，传
统文化已经渗透到大家的经营理
念里，规范经营、文明待客，一起
做出西塘的口碑。”李道兵说，这
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自豪，“不
仅汉服文化周，平时过年过节，我
们也会穿汉服，美滋滋的”。

二 共识
西塘古镇分布的商业业态并

不复杂，除了有集中显示度的酒
吧，民宿和餐饮是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李道兵说的理念，在这些
行业里已经成为共识。

在西塘，注册的民宿有    
多家，金佳悦经营的“悦己”是古
镇里规模最大的民宿之一。“当年
看到周末往西塘古镇方向的路
都堵车，看好古镇旅游的发展前
景，就来开了民宿。”  年来，她
的民宿从 间房扩大到  间、  
间，后来因为市场需求变化，房型
升级后减少为  间。熬过 年疫
情，金佳悦说，汉服文化周活动不
仅带动了古镇旅游的回暖，更融
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成为大家的
节日。

“以往汉服文化周都是  月
的最后一周，这个时候正是古镇
的旅游淡季，但活动期间生意火
爆，古镇所有民宿的房间几乎都
要提前预订，涨价也是正常现
象。”听闻老和的订房经历，金佳
悦笑着说，价格的涨跌和供求关
系直接相关，参加活动人数从最
早的不足万人，到如今超过  万，
房价水涨船高仍一房难求。

但涨价并不是没有底线。“以
前有些商家，会在各平台上把活
动周期间的房价标到六七千元甚
至更高，这种现象在西塘应该是
没有了。”作为民宿行业协会会
长，金佳悦并没有回避以往出现
过的市场乱象，如今相关部门对
于旺季或者大型活动期间的房
价，都会有涨幅的限制，为的是做
好西塘古镇旅游的口碑。

每逢盛会，景区里生机勃勃，
全国各地身着各式汉服的同
袍相聚西塘，民宿里进
出的也是身穿汉服的
旅客，“穿自己的衣服
会觉得怪怪的”，
这点上，金佳悦的
感受倒跟老和如
出一辙。

为了融入
其中，每到汉服
文化周，丁国强
和店里的服务
员都会换上适
宜的汉服，化身

“店小二”在店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里招呼客人。丁国强的饭店“钱
塘人家”坐落在永宁桥旁，沿河
的拐角是绝佳的景观位，一到饭
点，店里人流如织，桌桌满员。

丁国强喜欢和客人交流，不
忙的时候，他会和客人们讲关于
西塘古镇的故事，讲小时候发生
在自己家里的故事，流水淙淙，
时光荏苒，他在古镇已经住了
  年。

“上世纪  年代，最大的梦
想是从古镇搬出去。”可以想见，
在古镇旅游尚未起步时，住在这
里并不是“向往的生活”，如今，
作为年接待游客量上千万的 A
景区，游客给当地人带来了无限
商机，汉服文化周更是明显。

在丁国强眼里，餐饮是生
意，但也是文化传播最直接的途
径。“每年活动期间，全国各地的
汉服爱好者都会来西塘，场面非
常震撼。我会把我知道的西塘，
讲给客人们听，比如那条石皮
弄，小时候被我们叫作‘破弄’，
弄又小，又不通，听完我讲的‘野
史’再去看看历史的说法，就很
有意思。这次来的可能是  个
人，他们回去后，把西塘的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下次来的说不定
就是   人了。”

在西塘，做好古镇保护，支
持打造汉服文化  ，是各种业态
商家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多
年来基于“共赢”探索找到的平
衡点。

三 逐梦
当活动的热度退去，西塘又

留下了什么？
没凑上汉服文化周热闹的

方佳琪约了两个小伙伴，趁着周
末，特地从金华赶到西塘，在线
上约好的汉服店做好妆造，开启
了古镇半日游。一路欢笑，不时
遇上同袍，招呼也打得特别自
然。“上周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
刷到了汉服文化周活动的视频，
太好看了。以前在其他地方也
穿过，但这里的环境、周围的人，
都很自然，非常舒服。”

在西塘，穿汉服就是一件这
么自然、舒服的事。在汉服文化
周的催化下，为游客提供汉服妆
造、旅拍一条龙服务的汉服旅拍
店，在西塘爆发式增长，成为餐
饮、民宿、酒吧外的第四大商业
业态。“我们从装修、品牌支撑等
方面对古镇里的汉服旅拍店进
行把关，目前保留了七八十家。”
西塘镇旅游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朱顺吉说。

尹斯羽的“流风回雪”就是
其中一家，不同的是，她决定在
西塘开汉服店的时候，古镇里同
类的店家还寥寥无几。尹斯羽
是甘肃人，但她始终觉得自己

“上辈子应该是个江南女子”。
作为一名“古镇重度爱好者”，游
古镇是她繁忙工作之余最好的
解压方式。

“十几年前第一次到西塘，
我就跟妈妈说，我的梦想
就是在这里买个房子，开

个小店，    年这
个梦想实现了。”出
于热爱，尹斯羽的小

店以租售国风
服装为主，而
她的小店被更
多人知晓，是
因为她来自也
门的丈夫纳比
尔，一个外国
人在江南古镇
开汉服店，实
在稀奇。

“我从    年开始参与汉
服文化周，对汉服从了解到喜
欢到深爱，感觉就像是和传统
文化谈了一场长长的恋爱。”回
看自己 年前参加汉服文化周
活动穿的服装，尹斯羽说“非常
不专业”。随着她对汉服文化学
习的深入，她的小店也从国风慢
慢转型成了相对专业的汉服店，
店里会有各种形制的汉服，唐
的豪放、明清的温婉，她会为不
同的客人推荐不同的汉服，并
为他们打造专属的造型，只为
让他们遇见自己“前世最美的
样子”。

每到汉服文化周，尹斯羽的
记事本上就会有长长的单子，大
到服装的筹备，小到一个 U形
夹，事无巨细。在服务好客人
的同时，汉服文化周也是属于
她的盛会，她会见到很多同袍穿
着各种形制精美的汉服，很多是
平时不常见的样式，虽然很用
心，但她也还是会觉得自己店
里的汉服，在这些华丽的服饰
面前黯然失色。“我也一直在精
进，在学习，一直走在寻找汉服
的路上。”

“其实很多喜欢、热爱汉服
的人，真正钟情的是汉服背后的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西塘汉服
文化活动周活动团队参与者之
一，纪策自    年第六届活动
开始就参与其中。事实上，早在
首届活动举办时，他和他沈阳汉
服协会的同袍们就一直关注着
这个国内规模最大的汉服文化
活动。

纪策说，汉服的背后，是中
国文化的底蕴，每个朝代的服饰
和当时的文化都是互相契合的，
犹如榫卯，一脉相承。“汉服文化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抽象的，西
塘汉服文化周搭建了一个具象
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汉服，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纪策的话
里，有满满的抱负和使命感，华
夏文化、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
在裙裾飘飘间肆意彰显。

“同袍谁不知西塘？”经过十
几年的积累，西塘在汉服爱好者
心中的地位早已不可撼动，但放
眼未来，这样的积累为什么不早
点落地产业化，支撑后续的发
展？纪策期盼的事，也是汉服专
家许威着急的事。“汉服文化产
业应该包括汉服的生产、制作、
销售，甚至餐饮等各个环节，西
塘应该利用现有的国内顶尖的
平台，更好地推广宣传汉服文
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年间，西
塘汉服文化周累计吸引上百万
汉服同袍和传统文化爱好者参
与其中，带动相关产业收入超 
亿元。而西塘以汉服周边产业
为依托，已形成包含餐饮、民宿、
酒吧、各类零售在内的完整行业
格局，实现旅游相关收入  多
亿元。今年的汉服文化周开幕
式，西塘启动了打造长三角地区
最大的“汉服梦工厂”计划，全力
建设汉服全产业生态圈。

“芡实糕、扎肉、猪蹄子”，看
了很多古镇，老和说，古镇的发
展不能只靠“老三样”，底蕴深厚
的江南古镇在传统文化的加持
下产生的衍生效益，不可估量。

这，大概是西塘古镇这股
“汉风”真正让老和感到震撼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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