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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嘉峪关文旅

定制产品邀约会成功举办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甘肃省旅游景区优惠政策助力

“甘肃麻辣烫”持续“热辣滚烫”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如意甘肃 沪上相遇
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上海市成功举办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2024 甘肃康养旅游资源对接大会在庆阳举行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刚结束的旅途中，刘梦婷身穿明制

马面裙，在湖南博物院戴上 AR 导览眼

镜观看马王堆展览，完成了一段颇有科

幻穿越感的参观。

近年来，穿传统服装游览景点已成

为年轻人的一种潮流。刚过去的甲辰龙

年春节，江苏苏州举办了为期约 1 周的

穿中国传统服装免费乘地铁活动，马面

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春战袍”；年轻

女孩儿穿着汉服去迪士尼乐园打卡，称

其为“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公主裙”；

福建泉州街头挤满了蟳埔女造型的游

客，这套始于东晋、盛于明清的服装，穿

着逛古城别有一番风味。

旅行路上“国潮”正浓，中国传统服

装何以如此火热？

传统服装走上街头
不再野压箱底冶

27 岁的赵曦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

触汉服，“当时还属于汉服复兴的初期，

关注的人很少”。去年国庆节和闺蜜一

起穿着汉服去成都旅行时，她发现在武

侯祠、杜甫草堂以及成都博物馆，到处

都是穿着中式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曾

经穿着古风服装走在街上被认为是奇

装异服，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

赵曦去德国留学时，还把汉服穿

到了国外。在瑞士街头穿着马面裙搭

出租车，司机好奇地问：“你们是从哪

个国家来的？”在挪威特罗姆瑟短暂

脱下羽绒服露出汉服拍照时，收获周

围人一片“衣服好漂亮”连带着“你好

可爱”的赞美。

2022 年，赵曦参与德中协会的乐

团活动，穿着汉服演奏古筝。“当我告诉

他们这是中国传统服装时，很多外国友

人问我，这是你们那儿公主穿的衣服

吗？”赵曦觉得很有趣，也为中国传统服

装得到一致好评而自豪。

“90 后 00 后年轻人穿汉服，是传

统文化回归的好信号。”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曾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在自觉或不

自觉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杭州西

湖、苏州园林等景点，能看到许多中小

学生和大学生穿汉服。

“近 20 年，我们的传统文化教学

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潘鲁生说，“90

后、00 后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出游，是因

为他们觉得我的文化身份与汉服有关，

穿上就是一种时尚”。潘鲁生认为，这种

文化倡导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是传统

文化的回归。

“当人们不断认识和发现传统，在

重要仪式场合以及日常生活中，身着颇

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服饰，服饰传统

便会成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潘

鲁生曾在文章《服饰潮流与服饰文化》

里指出，传统服装不再只是老一辈“压

箱底”的纪念与回忆，更是当下年轻人

表达文化身份、建立生活仪式感、塑造

自身个性形象的选择，形成了跨越网络

与现实、文化与旅游、影像与叙事的多

元表达。

不止于美
传统服装背后藏着文化野密码冶

湖南姑娘陈晨收集了不同形制的

中国传统服装，在旅行期间根据不同的

场景搭配。

例如去内蒙古的草原和湖泊时，适

合魏晋风的宽袍大袖；在夏日的江南园

林，宋制旋裙清凉雅致；去西安城墙上

漫步，一袭唐制齐胸襦裙雍容华贵；来

到故宫，圆领袍配马面裙显得端庄大

气；去泉州，没有什么比头戴簪花围、身

穿大裾衫和阔脚裤的蟳埔女造型更能

融入这座世遗之城。

在购买传统服装时，除了配色和款

式，陈晨还很注重纹样及寓意。她最喜

欢的是一条人称“汉服圈白月光”的仿

孔府花鸟裙，裙摆纹样参考的是收藏在

山东博物馆的孔府旧藏明代白色暗花

纱绣花鸟纹裙，上绣四季花卉、鸾凤禽

鸟。“穿上它去旅行，瞬间感觉自己变成

大明少女。”

“我觉得这和小时候去景点租一套

衣服拍照打卡不同。不仅是为了拍照，

而是让自己更深入、沉浸地了解传统服

装背后的文化内涵，感受到诗词文章里

描绘的古意。”陈晨说。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艺术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非遗传承人、北京工艺美术

大师毕红从事传统服装保护研究与传承

创新工作近 28年。当她还是实习生的时

候，一次路边古玩店的偶遇，让她对古代

宫廷刺绣美衣“一眼万年”。从此，她痴迷

收藏清代宫廷美衣，专注于清代宫廷服

装以及织物绣品的保护与宫廷刺绣 (京

绣)的研究，并在工作之余寻找各种机会

前往各地学习保护清代传统服装的织绣

纹样和古法制衣技艺。

在毕红的工作室里有一个老樟木

箱，里面满满当当都是 20 多年来她悉

心珍藏的清代宫廷服装和绣品。每一件

绣品的年份、材质、色彩搭配、纹样寓

意，毕红都能如数家珍，并带着徒弟们

精心保护记录。

在她看来，中国传统服装不仅是刺

绣与纹样的重要载体，更蕴藏着古人独

到的文化底蕴与厚重的审美和匠心。例

如，传统服装上的一字扣，就承载古人

对于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认知与对自

然的尊重和信仰。

当代服装的正装外套上，无论纽扣

还是盘扣，单数 7 颗较为常见。“传说中

记载，古代文人赴京赶考或是商贾出门

经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往往不知

归期。”毕红对记者说，“古时候出门在

外的多是一家之主，出行前，家人就会

给即将远行的游子做很多衣裳以备长

途跋涉，每件衣服上都有 7 颗盘扣，象

征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寓意着无论走多

远都要记得家人的等待，无论多么艰难

险阻都要找到回家的路。迷失方向的时

候，就看看天上的北斗七星。”

除此之外，刺绣纹样也潜藏着古人

未尽的话语。如清代宫廷氅衣上的 2 只

凤蝶，寓意喜相逢；菊花纹样则是古代

宫廷贵族的挚爱，代表着长寿安居。“古

代的织绣纹样，时时刻刻都在替穿用者

和设计者‘说吉祥话’。”毕红说。

“中国的传统服装是中国历史上最

早关于‘制度’的标准界定载体，不仅注

重人的形体、肤色、妆容等与服装的协

调搭配、功能性与艺术性兼顾融合，更

特别重视人、服装、自然、环境的整体和

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毕红曾在讲座上跟学生分享，“其

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内涵与自然和谐

相处之道，传递着意蕴悠长、让人回味

无穷的古典美、传统美、艺术美”。

传统服装火了袁然后呢钥

龙年春节，中国传统纹样创演秀

《年锦》登上了除夕春晚舞台，展现了

汉、唐、宋、明 4 个时代的中国传统吉祥

纹样，展现传承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服装

之美。

赵曦最初喜欢汉服，是因为“像电

视剧里的人穿的衣服”。当时的汉服还

没有流行“复原款”，更偏向于大家印象

中的“影楼风”。随着了解的深入，赵曦

逐渐发现了复原汉服的“耐看”。“那是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经过岁月洗礼和沉

淀的美，才是真的美。”赵曦说。

“我认为中国传统服装推广的初

衷，就是让人们在穿着它时，不再会觉

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是自然而然

的。”但赵曦发现，随着传统服装越来越

火，一些乱象也随即出现，比如店家把

有汉元素的传统服装统称为“汉服”，但

其实有些形制错乱，质量也参差不齐。

“中国自古以衣冠大国、礼仪之邦

著称。服装不仅记录了历史进程中不同

阶段审美的特点，更是记载中华文明脉

络和华夏礼仪的重要表征之一。不同时

代的服装面料织物、纹样图案都与时代

发展、文明传承息息相关，因此，传承与

创新一直有迹可循。”毕红带领着团队

在传承的路上坚持“守正创新”，在她看

来，坚守“传统”不是老式或陈旧，也不

代表不能革新，“守正创新”的前提是要

依循服装承袭的“礼”和“制”，那是不能

随意篡改的规定和规则。

“通过实践与体验，让更多人深入

了解传统文化与传统服装背后丰富的

内涵，需要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但这

对于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是必须也是

值得的。”毕红说。她建议，通过展览展

示、教学讲座以及体验分享等不同方

式，进一步培养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对传

统文化与传统服装的热爱。

“年轻人是传承中华文明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积极参与者。”潘鲁生说，我们

应该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活

在当下”这一现实。“我希望年轻人多读

书，多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多阐发自

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是对自身文化

身份的一种认同。”

正“火热”的中国传统服装还将

“火”多久？

“不是‘将火多久’，它会一直‘火’，

而且会越来越‘火’！”在毕红看来，传统

服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象的表征

之一，无论是传统服装还是传承数千年

的文明，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永

不磨灭的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山

川可以改变面貌，沧海可变桑田，但华

夏文明的魂从未消失。”

毕红认为，目前的“火”是现象，更

是趋势，而“火了”的下一步，是要激发

更多有文化、有自信、有理想、有热情的

爱国年轻人加入“中国人穿中国衣”的

队伍，号召更多学子与热爱者通过学

习、研究、实践等方式投身于传统服装

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更期待有朝

一日，精工细作的大美中国衣，能傲然

屹立在世界时尚前沿，让全世界所有爱

美人士，都以能拥有一套最美中国衣为

荣。”毕红说。

渊余冰玥冤

3 月 22 日，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

游局、嘉峪关方特丝路神画主题乐园

主办的“古今奇遇 共叙嘉画”2024 嘉

峪关文旅定制产品邀约会成功举办。

在天水麻辣烫火爆全网的时间节点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积极配合“甘肃

麻辣烫”宣传主题，结合“嘉有烤肉”

核心，深度挖掘和展示全市丰富的旅

游资源，携手业界合作伙伴共同打造

独具特色的文旅产品，进一步提升嘉

峪关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邀约会上，嘉峪关文化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赵淑敏对全市丰富的

旅游资源进行了全方位展示与推介。

从历史悠久的嘉峪关文物景区到现代

高科技的方特主题乐园，从优美的自

然环境到美味的嘉峪关烤肉，生动展

现了古今交融的嘉峪关的文化底蕴。

邀约会聚焦嘉峪关地方美食文

化，通过“嘉峪关烤肉”这一特色招牌

的推广，让多位网络达人、研学团队

体验嘉峪关烤肉的独特风味和制作

技艺；活动现场，嘉峪关文物景区的

“关长”与研学团队及游客进行了互

动，方特丝路神画主题乐园也进行了

推介。

此次活动为期 2 天，在 3 月 22 日

及 23日晚，还邀请了众多网络达人开

展饶有趣味的烤肉探店之旅，让更多人

感受到嘉峪关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次邀约会不仅是一次资源交流

与合作洽谈的盛会，更是嘉峪关文化

旅游产业面向未来、勇于创新、持续推

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见证。

嘉峪关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多

元的产品和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共绘

丝路文化旅游新篇章，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体验“边塞雄关”的壮丽风光与浓

厚人文气息。

3 月 19 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

厅、庆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

甘肃康养旅游资源对接大会在庆阳市庆

城县举办，来自国内 20 个省（区尧市）的

160 家康养旅游机构、重点旅行商代表

齐聚一堂，共商省际康养旅游交流合作，

共谋甘肃康养旅游发展大计。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治纲，庆

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宝定

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

王治纲在致辞中表示，甘肃作为中

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

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康养旅游资源丰富多

彩。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旅康养

产业，提出打造文旅康养“千亿级产业

链”，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全省

文旅康养产业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他指

出，2023 年甘肃文化旅游火爆出圈；今年

春节期间，甘肃瓜州妥善安置 25000 多

名滞留旅客，瓜州冰天雪地里“暖流”升

腾，滞留旅客直呼特别感动；近期，甘肃天

水麻辣烫成为各大平台上的文旅顶流，热

度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游客蜂拥而至，拉

开甘肃文旅“热辣滚烫”发展新篇章。

吴宝定在致辞中指出，在庆阳举办

2024 甘肃康养旅游资源对接大会，既是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庆阳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也是庆阳全面宣

传展示城市形象和推介文旅资源的难得

机遇，为庆阳文旅扩大朋友圈和知名度

提供了广阔平台。

大会现场推介了甘肃文旅资源和品

牌形象，推出了中医四时·沉浸式疗愈之

旅、来陇之南·我“氧”你之旅、魅力陇东

南·华夏文明探源之旅等 10 条康养旅游

线路产品，表演了敦煌舞《飞天》、南梁说

唱《高天厚土迎宾来》等节目；定西、庆阳

市文旅部门分别推介了当地康养旅游资

源，甘肃兰铁国际旅行社推介了“环西部

火车游”旅游产品；与会的 20 家省内外

康养旅游机构、相关企业代表签订了合

作协议。据悉，本次推介会结束后，与会

康养旅游机构负责人、旅行商和新闻媒

体，还将在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开展踩

线活动，深度体验甘肃康养之旅，领略陇

原绝美风光，感受丝路多彩文化，助力甘

肃麻辣烫持续火爆出圈。

国内重点康养旅游机构和旅行商代

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处室、陇东

南 5 市文旅部门负责人，庆阳市庆城县

政府主要负责人及各县区文旅部门、相

关景区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共计 20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甘肃，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不仅

拥有多元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

光、别样的风土人情，更以其独具地方

特色的美食美景吸引着无数游客来甘

肃旅游。近期，“甘肃麻辣烫”吸引了无

数网友和游客的目光，全国游客纷至沓

来品美食、赏美景、逛龙城天水。为接好

“泼天的富贵”，展现甘肃人民实诚、真

诚、热忱的好客之情，甘肃省各级文旅

部门迅速行动，动员 A 级旅游景区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政

策，诚邀国内外游客感知交响丝路，畅

游如意甘肃。

全省 A 级旅游景区优惠政策从 3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3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 3

个时段，推出景区免门票或门票半价

等多种优惠措施。天水市面向所有游

客，秦州区伏羲庙景区属龙游客全年

免费游，5 万以上粉丝的网络达人免

费入园；天水市玉泉观景区、南山景

区、李广墓景区以及秦安县 A 级旅游

景区均免费开放，为外地游客提供免

费停车服务；按照不同时间段，崆峒山

景区、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炳

灵石林景点、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景区、冶力关景区等推出游客凭天

水住宿发票，享受免门票优惠政策；张

掖市推出游客凭天水住宿发票和本人

身份证，享受平山湖大峡谷景区、巴尔

斯景区、外星谷景区、张掖国家沙漠体

育公园、马蹄寺景区免首道门票优惠；

武威市生肖属龙、马的游客持身份证

参观雷台景区、文庙景区、天梯山石

窟、凉州会盟纪念馆、大云寺景区免景

区首道门票优惠。嘉峪关文物景区对

全国游客执行门票半价优惠，官鹅沟

景区、兰州水墨丹霞景区、榆中兴隆山

景区、吐鲁沟公园景区、金塔沙漠胡杨

林景区、扎尕那景区等多家景区，游客

凭天水住宿发票实行门票半价优惠。

平凉市西王母文化景区门票七折优

惠，渭源县渭河源景区、首阳山景区、

鹿鸣谷景区、云崖寺景区、朝那湫景

区、陈家洞景区等门票八折优惠。

为体现“网友有所诉、游客有所

求、甘肃必有应”的待客之道，各级文

旅部门安排旅游景区景点采取提前

开园、延后闭园等措施，丰富游客旅

游体验。要求景区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工作机制，完善预约管理，简化

预约程序，科学设置线上、线下购票

预约渠道，保留人工窗口，最大限度

满足游客参观游览需求。持续强化景

区安全管理，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全

力保障广大游客来甘肃“吃得放心、

住得舒心、花的省心、游得舒心、玩得

开心”。

3 月 23 日，“如意甘肃 沪上相

遇”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引资推介活

动在上海市成功举办。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何效祖在推介会上表示，甘肃深入

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激发文旅领

域活力，继 2023 年东方甄选甘肃行活

动在全网引爆甘肃文旅话题之后，今年

的天水麻辣烫、暖心瓜州、敦煌老马等

相关话题不断破圈，“人气”满满，火爆

全网。甘肃各地主动以更为亲近、友善、

接地气的姿态拥抱网络城市营销，为消

费提振、城市出圈、文化“破壁”打开了

新通道，让大漠、戈壁、边塞的“刻板印

象”变得“热辣滚烫”，使广大游客流连

忘返于甘肃。

推介会上，何效祖代表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分别与深圳锦江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华住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睿住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向酒店投资顾问张皓博

先生颁发了“甘肃省文旅产业招商大

使”聘书。兰州市、甘南州卓尼县分别

推介了文旅特色产业项目。法旅集

团、锦江丽笙酒店集团以及省公航旅

集团先后推介了旅游开发运营等领

域合作模式及成功案例。甘肃丝路手

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甘肃雅路人麻

编工艺制品发展有限公司展示介绍

了创新研发文创产品。本次活动签约

文旅重点项目 14 个、签约金额 20.81

亿元，合作范围涉及酒店民宿、文旅康

养、人文体验、景区提升等多个领域，

实现文旅招商开门红。

推介会上，与会企业家观赏了经

典舞蹈《千手观音》、新创歌曲《爱在甘

南》等甘肃特色文艺节目，一同参观了

甘肃精品文创产品展，对甘肃丰富多

彩的文化产品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

象，一致认为甘肃文旅资源优势随着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正在加快向经济发

展优势转化，必将吸引更多的民营企

业家来甘肃投资兴业，助力甘肃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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