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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与汉服穿着相关的贴文与评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存在“刻板印象”“穿着苛责”等

问题,提出“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汉服的当代发展,让汉服自由穿着,走向日常化”的建议。旨在从观念上出发让更多人关

注了解汉服,为汉服在当代承继与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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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服是指汉族传统服饰,蕴涵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近年来随着

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

展,汉服的传播更为广泛,被更多的人了解、穿着。相

关研究也拓展到与地方文化资源的综合性应用[2],以
及融合现代服装加工技术的创新设计[3]等方面。为进

一步推动以汉服为代表的民族服饰的发展,彰显民族

文化的时代风貌,通过分析社交平台上的汉服话题与

评论信息,明确目前汉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

应对策略。

1 研究方法

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首先在小红书社

交平台上检索、分析有关汉服话题讨论的笔记(即贴

文,小红书平台称为“笔记”),挑选热度高的帖子,逐一

分析贴文内容与评论区用户的发言内容,然后进行分

析、研究。
选择社交平台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相对于现实

社交,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交流限制更小、更为自由,人
们通过自身社交媒体账号发表感受、想法,这些信息具

有较强的真实性、较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4]。小红书

平台是一个以分享生活方式为特色的社交平台,近年

来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该平台年轻用户偏多,分享汉

服日常穿搭、对汉服发展进行讨论的用户较多,话题样

本充足,利于分析整体情况。小红书上围绕汉服现状

编辑的笔记中有很多互动评论,例如部分用户会发布

笔记表达自己对汉服日常化的看法,这些笔记会引发

许多其他用户的共鸣。用户们常在评论区探讨日常穿

着汉服的感受和遇到的问题,或是分享自己的日常穿

搭以及表达对汉服发展的个人见解等。

2 汉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以“汉服”“穿汉服”“汉服穿着”为关键词,在小红

书社交平台上系统检索汉服穿着感受方面的信息,选
择点赞率和评论量高的笔记作为研究对象,以保证样

本数量充分,分析结果具有说服力。逐条对笔记的评

论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目前汉服发展中存在着“刻
板印象”与“穿着苛责”的问题。

2.1 刻板印象

从评论内容可看出,不少人因对汉服形制与内涵

的认知不足,而对汉服的现代穿着存有刻板印象。他

们往往仅凭对汉服款式的表观印象就认为汉服不能适

应现代生活,存有“麻烦”“古代”“戏服”等刻板印象,甚
至将汉服视为“奇装异服”,不能接受现代人穿着汉服,
进而 嘲 讽 汉 服 穿 着 者。“momo”(小 红 书 号:

424505162)说自己曾在网上发布穿马面裙的照片,结
果被某位网友嘲讽说不配穿,因为那位网友认为马面

裙是属于古代贵族的衣物。这就体现出了大众对汉服

认知的不足,他们还只是将汉服视为古代权贵穿着的

服装而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因而在观念上是不会

接受汉服作为现代人们的日常着装的。“酣睡小熊”
(小红书号:428053039)说“真希望等到汉服日常穿着

自由那天。刚穿出去被一个亲戚说得很难听,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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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明明是我们自己的服饰。”
目前汉服的主要穿着者是汉服爱好者或因造型和

拍摄需要而穿着汉服的人群。有的人对汉服有好感,
但因不了解、不熟悉而不会尝试穿着。类似上述的不

理解、负面评价,势必会打击人们穿汉服的热情,甚至

越来越不敢穿着,这对于汉服的推广是非常不利的。

2.2 穿着苛责

汉服圈存在长久不休的形制争论与穿着苛责问

题。“汉服圈”原意为汉服爱好者的群体归属,后多指

汉服亚文化群体中言行刻薄、自视清高的一部分个体,
往往带有贬义[5]。汉服圈一直存在山正形制的争论,
对汉服穿着要求过于苛刻、排斥非传统的汉服穿搭,这
就阻止了更多的人去穿着汉服。

评论内容表明,不少汉服穿着者都有过被“懂汉

服”的人无礼指责的经历。这些所谓“懂汉服”的人,往
往是比较偏激的汉服爱好者,他们的汉服圈层意识非

常强烈,自身优越感强烈,只是凭着自己对汉服穿着的

认知,就苛刻地评价他人的汉服穿着。例如批评、指责

穿着“仙服”或装造妆发与汉服不符的穿着形式。“仙
服”是对形制不符合古制的汉服改良款的戏称,影楼

装、影视装都属于这个仙服[6]。其实这些穿着“仙服”
或装造不符的穿着者,或是有自己的独立审美,或是刚

接触汉服对汉服了解不多,但勇于尝试的人群。人们

对事物的理解是渐进的,对汉服文化的了解也是不断

深入的。在穿着汉服过程中如果获得正面的赞赏与具

体的指导,这些尝试者是很有可能成为汉服的忠实拥

趸的。反之,如果一味地批评、抨击,则容易打击试穿

者的积极性,并且现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会将这种穿着

苛责迅速放大,很不利于向大众传播汉服文化。
小红书作者“嘻嘻哈哈”(小红书号:4796285450),

发表题为“希望汉服日常化,大家不要过分苛责”的笔

记,此篇笔记获得了约257条评论,去除多次发言的账

号,统计出评论区约有180个账号。其中约100个账

号对穿汉服被指点表达不满,支持自由穿着;约9个账

号评论表示看到或经历过穿汉服被指责的事件;3个

账号表示自己怕被说而不敢去买汉服或买了汉服不敢

穿;还有部分账号的评论是对苛责问题的争论。“丰和

山大王”(小红书号:1620097280)讲述自己大学时因为

整体妆造没有和服装搭配,而被汉服社过分批评导致

不愿再穿汉服的经历。另一个作者“海棠花花”(小红

书号:2651758322)发表了一篇关于汉服发展过程中存

在问题汇总的笔记,此篇笔记引出475条评论,去除多

次发言的账号,约有318个账号进行了评论。逐条分

析评论内容,发现有61个账号围绕“汉服小警察”的话

题展开讨论,“汉服小警察”过度批判汉服穿着者的现

象使人们形成“穿汉服规矩很多”的印象,因而对穿汉

服心存芥蒂。作者“Violet”(小红书号:427645286)发
布题为“好气,穿汉服居然被骂了”的笔记。作者“梦”
(小红书号:252304729)发布题为“关于穿汉服能不能

短发披头散发的争论”的笔记,此类笔记的评论区大多

是与作者发布的内容共情并表达自己对笔记的看法,
对这些笔记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很多人因担心穿汉

服被批判而对汉服望而止步。也有人认为汉服日常穿

着不方便,妆发打扮太复杂,因此不愿去穿。这些存在

的各种观念问题是影响汉服日常发展的主要因素。
文化需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只有引起人们

的足够关注,才能推动汉服的发展。也许上述的诸多

争论和批评是出于希望汉服文化能在当代更好地传承

和发扬下去的初心,但过度的争论与批评只会逐渐弱

化人们对汉服的文化认同感[7],各种穿着苛责会使人

们认为穿汉服有“门槛”而不敢“入坑”汉服。以包容的

心态去看待汉服穿着行为,少些苛责,鼓励更多的人关

注汉服、穿着汉服,才是更好的选择。

3 汉服发展方向———日常化穿着

在研究中发现,日常化是汉服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已经有部分博主对汉服的发展方向进行理性思考。例

如“wowo”(小红书号:621165627)讲述自己十年前穿

汉服上课被人指点的时候,还认为汉服装扮符合形制

是最重要的,现在却认为日常化才是汉服的生机所在

的心路历程。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穿着汉服的作者

对汉服穿着会有自己的理解[8],态度更包容。他们通

常会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穿着汉服,能接受不同制

式汉服混搭,也会搭配现代装造、妆发。在作者“嘻嘻

哈哈”(小红书号:4796285450)发表的笔记中,约有80
条评论表达支持汉服日常化穿着。例如用户“么”(小
红书号:194268961)表示自己喜欢偏日常的汉服穿搭,
常素颜披发出门,不会在意是否全套装造,妆发是否符

合等问题;“羊羊”(小红书号:630253354)表达了自己

穿汉服随性的态度,她说“就算是腰带只要自己喜欢也

可以绑在头上。”这些穿着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汉服

文化的坚持,其实也是个人生活态度的呈现,表现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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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受限的精神。
不少博主分享了日常的汉服搭配,例如“想买新衣服

的羊羊”(小红书号:639746307)将唐制、宋制、明制3类汉

服与现代单品搭配穿着。在图1中博主将唐坦领当作现

代的短袖来穿,搭配短裤就形成了一套舒适、便捷的夏季

汉服穿搭。宋制汉服因文雅恬淡的风格及美观实用的特

征而被广泛喜爱。如图2所示,博主将端正、娴雅的宋制

旋裙与简洁的现代吊带背心、马甲搭配,自由随性、毫不违

和。明制汉服廓形宽大、端庄华丽,其中马面裙近年来比

较出圈,被大量穿着。如图3所示,宽松衬衣配雍容板正

的马面裙与主腰,也是古今相映的实穿搭配。

  图1 唐坦领   图2 宋旋裙+马甲  图3 明马面裙+主腰

+短裤 +吊带 +立领衫

  汉服的穿着不应该被规定,无论是穿着全套汉服,
还是不同形制的汉服搭配,又或是汉服与现代服装单

品、装造混搭都应该被允许。在形制正确、尊重原创的

前提下,自由地穿着汉服,让汉服走向日常化,才是现

代汉服发展的新生命力。

4 结束语

包容的观念是汉服在当代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
少些争论和内耗,多引导大众穿着。对于汉服发展中

存在的“刻板印象”“穿着苛求”等问题,应该用包容的

观念去代替苛责,鼓励更多人了解和穿着汉服。传统

的汉服完全可以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日常穿着的一部

分。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不仅可以为个体着装的自

由表达提供更多空间,还可以丰富人们的文化体验,激
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和珍视,促进中华文化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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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Hanfu-relatedcontentonsocialmediaplatformXaohongshuwasanalyzedandtheproblemssuchas“stereotypes”,

“heavycriticism”andsoonwerefound,whilethesuggestionof“lookingatthecontemporarydevelopmentofHanfuwithatolerant

mindsetandlettingthefreedomofwearingHanfugotodailylife”wasputforward.Theaimistoletmorepeoplepayattentiontothe

understandingofHanfufromtheperspectiveofconceptsandtohelp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Hanfuinthe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Hanfu;Xiaohongshu;wearingattitude;routinization

·25· 纺织科技进展            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