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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长假，窝在家看剧，古装剧里端庄优雅的传统服饰让人

心驰神往；逛街偶遇汉服小哥哥、小姐姐，他们身上飘逸灵动的服

饰也让人跃跃欲试；而在上海三家锦鲤祠汉服体验馆里，每个人

都能一圆自己的“汉服梦”，切身感受中国传统服饰之美。

以以以衣衣衣冠冠冠之之之美美美
“““穿穿穿越越越”””汉汉汉唐唐唐宋宋宋明明明

去体验馆圆“汉服梦” 年轻人兴起节日“新潮流”———

新假日 生活新

闵行体育公园

■ 地址：闵行区新镇路 456号

■ 开放时间：5 月-10 月 5:00-21:00

11月-次年 4月 6:00-18:00

到上海最高的“人造山”上滑滑梯

变废为宝 | 以体育命名 | 春景秋色

千
园之
城

■ 交通：公交 173路、753路、763路、闵行 8路、

33路 a线；轨交 9号线、12号线
■ 门票：免费

    随着秋意渐浓，位于新镇路上的闵行

体育公园正变得斑斓多姿。今年上海入秋
偏晚，体育公园还不到最佳的赏秋时候，

不过其一年四季都有亮点。日前，闵行区

绿化园林所副所长连正良向记者“传授秘
笈”，原来，体育公园值得走走看看的地方

还真不少！
先说面积有100多亩的锦绣湖，在那

里泛舟戏水，回味无穷。湖中心有大小两
个岛，小岛是一个纯生态岛，另一个较大

的岛则考虑游客上岛休息，特意种植了十
多种果树，形成一个花果岛。

锦绣湖西侧，横卧着公园内最长的木
栈道，这条“长龙”南起亲水平台，北至观景

码头，全长400多米，木栈道上分布着大小
不一的几个水榭，而在木栈道两侧散布着

50余种水生植物，包括沉水、浮水、挺水植
物，形成一片集中展示水生植物的区域。

体育公园还有别具特色的南国风景

区，那里种植着各种棕榈科植物，像加拿
利海枣、银海枣、布迪椰子、本地棕榈、华

盛顿棕榈等等，呈现着一派南国风情。
园里的翡翠山终年常绿，其特色是对

原有渣土堆场进行科学的土壤改良和严
格环境评估后，经过人工造型堆土，形成

今天上海最高的人造土山，山顶最高处海
拔25米，遍植竹子、梅树、桂花、红叶李等

植物，山的西北坡道卧着一条全上海最长

的山坡儿童滑梯，全长98米，从山顶可以
一直滑到山脚。

而在翡翠山东坡有一条千米花道，花
道内种植了各类春花乔灌木3500株，春花

地被4万多株，其中，垂丝海棠1749株，日
本早樱800株，还有紫荆、喷雪花、红运玉

兰、桃、梨、杏、山麻杆、郁金香、油菜、二月

兰等各种早春集中开花的植物。
当然，最美的时候要等到深秋，这里

银杏黄遍，枫叶红透，秋天的体育公园好

似大自然一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会把秋

色渲染到了极致。
秋天的浪漫，挂在银杏、榉树、水杉、

乌桕、无患子、槭树的枝头。秋天来闵行体
育公园，推荐看看“夕阳红”红花槭、密实

卫矛，享受秋色那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当
然秋天少不了桂花，这里种了不少金桂、

银桂、四季桂。当桂花开的时候，一阵风吹

过，满园飘香。在体育公园的儿童活动区

种植着30多株金桂、银桂和月桂，其中还
有一株百年老桂花。 本报记者 鲁哲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

国庆黄金周，市民游客在家
门口就能拥抱“诗与远方”。

上海旅游节“一江一河潮玩
地”评选结果日前揭晓，30处

“一江一河潮玩地”从百余个
备选点位中脱颖而出，成为

上海首批推荐“一江一河

潮玩地”。
此次评选邀请各区以及

市民游客、高校学者和媒体、
专家共同参与，短短十天内

吸引 70 万人次的关注转发
和参与，吸引投票总数达 150

万人次。
首批推荐的“一江一河

潮玩地”中，既有经典的中国
证券博物馆、华东政法大学

历史建筑群，将海派文化海
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色发

挥得淋漓尽致；也有充满艺
术感的西岸美术馆、浦东美

术馆等文旅场馆，不断引入
的高水平、高规格的国际国

内展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
“家门口看世界”的丰富体

验；上海中心朵云书院、中国
石化第一加油站等一批“网红”潮玩地的设计

特色、与环境的完美融合，则凸显上海这座城
市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评选活动丰富了水岸联动，尤其是经典
建筑、红色足迹为“一江一河”贴上全新的文

化标签，带领市民游客走进欢乐与美好。“随
着‘一江一河’贯通段的不断延伸，越来越多

精彩纷呈的打卡点位不断涌现。”参与此次评

选的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艳表
示，上海首次评选出“一江一河”沿线最“吸

睛”的 30个点位，为诸多市民游客去江河沿
线游玩提供了准确的打卡点位名称、图片、具

体的门牌号等全套信息，体现了上海文旅服
务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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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浦东的王淇，业余时间总爱带女儿

到陆家嘴闲逛，两个多月前刚开业的锦鲤祠
正大广场店引起了母女俩的兴趣。趁着国

庆，她们鼓起勇气前来“打卡”。王淇说：“本来
想带孩子简单感受一下汉服文化，没想到惊

喜超出预期。”一进门，几十套不同款式的汉
服映入眼帘，涉及汉唐宋明等不同朝代，看得

她们眼花缭乱。工作人员则为她们一一介绍

汉服的形制，根据身材、样貌，帮助快要得“选
择困难症”的母女俩挑选她们的第一件汉服。

“我只听同事说最近很流行明制的汉服，没
想到明制汉服也分衫、袄、霞帔、褙子、比甲、

马面裙等。”最终，王淇选了一套明制袄裙，
给女儿挑了俏皮可爱的唐代齐胸襦裙。

大学生团团来汉服体验馆已是第二次，
这次她穿着自己刚买的汉服，来向造型师

“取经”，学习汉服发髻和妆容。她笑道：“第

一次体验时，我连衣服都不大会穿，哪根绳
子怎么系，全靠工作人员帮忙。”虽说开始时

有些手足无措，但穿好汉服，漫步在敦煌长
灯、长风茶室等十多个古风场景中，观灯、品

茶、写字，团团感觉自己“穿越”到古人的世
界。回家后，她立刻在网上预订了一套汉服，

一收到货，她便再来二度体验。团团说：“如

果不是有体验馆，想穿汉服还是有些门槛
的。现在平价汉服很多，买一套不难，但是不

会穿、不会弄头发、不会化妆，也没有合适的
场合，很难充分感受汉服文化。到体验馆试

了一次，才让我真正下决心‘入坑’了。”
锦鲤祠汉服体验馆创始人许捷介绍，创

办体验馆的初衷，一是帮助新手入门，体验
传统汉服文化，二是为汉服爱好者们提供线

下聚会的场所。体验馆创办初期，许多顾客

都好奇：“和影楼有什么区别？”许捷说：“首
先，我们主要面向对汉服有兴趣的年轻群

体，收费不高，一两百元的门票就可以体验
一次。”像团团那样，只选择体验汉服造型，

不请摄影师帮忙拍照的人，不在少数。“这也
是第二点，拍照不是来体验馆的主要目的，

在古风的场景体验穿汉服，才是我们最主要

提供的服务，”许捷接着说，“所以我们看重
汉服本身，同专业汉服品牌、各地汉服社合

作，每家店可供选择的汉服成人款不少于 60

套，儿童款不少于 30套，其中一部分为传统

样式，一部分为改良款式，不会出现完全错
误的形制。有些人希望能穿着汉服去豫园等

地逛逛，所以我们也提供租借服务。”
相比影楼拍摄常使用背景布，体验馆内

的场景更多地使用实物实景搭建，为体验者

营造沉浸感。“敦煌长灯”场景复刻了莫高窟
壁画的图案，“梦鲤”场景的鲤鱼花灯则是广

东省级非遗江门东艺宫灯的传承人扎制的，
古色古香。

去年，上海首家锦鲤祠汉服体验馆在静
安大悦城开业，短短一年，就又增加了悦荟广

场、正大广场两家，全国范围内达到十多家。
许捷总结：“这是近年来

年轻人越来越喜爱传统

文化，民族文化自信不断
增强的结果。国潮兴起，

穿汉服出游，已经成为假
日里最‘潮’的度假方式

之一了。”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假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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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造型师为
前来体验的汉服
“小白”们提供梳发
髻、化古妆的服务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