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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热读A10

“汉服奶奶”
“银发经济”

走红
起势

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钟情汉服文化，“老年汉

服课堂”也在我市多地落地开花。近日，涧西区长

春社区就推出了针对老年居民的汉服文化课堂，

居民可在活动中体验汉服穿搭并了解基础的汉服

文化知识；洛阳晚报艺术大学也推出了特别为老

年人设计的汉服礼仪课程，帮助更多老年人深入

学习汉服历史及礼仪。

对此，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认为，随着

我国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追求更加多元，也更加新潮，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

也理应被更多汉服商家所看到。下一步，汉服市

场应按照老年人的兴趣喜好、年龄特点，丰富市场

产品，促进“银发经济”进一步释放。

在安锋看来，汉服是民族精神和文明的一种

符号，汉服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消费。这反映

了公众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反

映出传统文化已经寻找到了另一条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是文化自信一个闪亮的组成部分。因此，从

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应积极营造全民汉服的活动

氛围，相关单位应多在“汉服家庭日”“洛阳汉服

节”等创意策划上下功夫。

在那段走红网络的视频中，所有的社团成

员均来自静心汉服社。67岁的静红是该汉服

社的创始人，被许多网友称为“汉服奶奶”。

静红说，她自小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古诗、

古典舞、仕女画等都是她的兴趣所在，而首次接

触汉服，缘于一次巧合。2018年，她和其他伙

伴坐火车去外地演出，在火车上，她偶然看到一

条一名洛阳女孩在日本留学期间坚持宣传汉服

文化的新闻，这让她“眼前一亮”。

“那一瞬间，我就想象到了我穿汉服的画

面。”静红说，她当即就向同行的姐妹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并当场组建了汉服主题微信群。演

出回来后，她说干就干，采购汉服、学习妆造、组

织排练……很快，静心汉服社就迎来首场公开

活动。

说起社团成立之初的汉服活动，静红的言语

中有欣慰也有遗憾。静红表示，社团成立初期的

活动多以汉服走秀为主，且因当时她们缺乏汉服

相关历史知识，服装及配饰经常出错，“后来经过

深入学习，我们才知道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

服饰特点，不同的配饰代表着不同的阶级”。

“汉服奶奶”组建老年汉服社团1

“汉服热”中不乏老年人的身影3

应积极营造全民汉服的活动氛围4

穿汉服和穿普通衣服有啥

不一样的感觉？静红说，汉服很

神奇，无论你本身是泼辣型、焦

急型还是大大咧咧型，只要一换

上汉服妆造，统统都是优雅型，“汉

服太美了，只要穿上汉服，你的言

谈举止都会不自觉地优雅起来，

因为这样才配得上这身衣服”。

在静红看来，汉服就是有这

样一种魔力，让人没靠近的时候

想靠近，靠近之后又想对它多一

些了解。成为汉服爱好者这5

年来，静红带领社团成员熟读汉

服演化历史，系统学习汉服礼仪

及茶艺课程，多数成员都已考取

茶艺师相关资格证书。

静红说，现在她们这个“老

年闺蜜团”的日常活动早已从汉

服走秀升级成汉服礼仪、汉服情

景剧等，在她们更加深入地感受

汉服魅力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

的身边人受到她们的影响了解

汉服、爱上汉服，这对她们来说

是最幸福的事。

66岁的宋凤霞是静心汉服

社的成员，和静红一样，这些年

来，她对汉服的“迷恋”也越来

越深。

宋凤霞说，近两年，随着社

团室外演出活动的增多，吸引了

许多不同年龄段的人成为汉服

粉丝，其中有些人还申请加入了

社团。在这些人中，既有她们的

同龄人，也有定居国外的年轻

人，“传播汉服文化不分年龄，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汉服、爱上

汉服，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去世

界更多地方”。

更多老年人沉浸式
感受“汉服式优雅”2

记者
观察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文/图

近日，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洛阳老年汉服社

团在应天门景区拍摄的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

视频中，10名社团成员着全套汉服妆造翩翩起

舞，尽显优雅。在该条视频下，不少网友留言：“她

们印证了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人就能永远年

轻。”“像极了后宫贵妃娘娘集体出宫。”……

近年，“汉服热”不光在年轻人中引发风潮，

也吸引不少中老年人成为汉服粉丝，且这一群

体正在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爱

上汉服？汉服文化在她们之间如何传播？老年

“汉服热”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经济现象？连日

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

静心汉服社成员户外

演出，图中持笛者为静红

如今，在洛邑古城、应天门、天堂明堂等地标

性景点，穿汉服“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汉服热”正

在洛城掀起一波波文化风潮。

记者在洛邑古城附近的多家汉服体验店了解

到，虽然目前“90后”女性仍为汉服体验的主要消

费群体，但自去年以来，中老年女性的入店频次明

显增多，其中多为与子女拍汉服亲子照或与三五

同龄人前来“打卡”。

“可以感受得到，愿意尝试汉服的这部分老年

人，她们的心态更为开放，人也较为外向、乐观。”

一家汉服体验店的经营者小林说，多数进店的中

老年人都愿意主动尝试更能还原朝代着装特点的

套装，在做妆造期间也会主动问询了解汉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