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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服被穿上街头……
本报记者 董芳辰

他们喜欢穿着汉服上街，衣袂飘飘，赢得很高回头率，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着
别人异样的目光，还因此和家人产生种种矛盾——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青青子衿千古诗意，罗衣飘飘风
华无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喜欢上了汉服的华美。

从“同袍取暖”中走出的汉
服文化，逐渐融入大众生活，成
为年轻一代张扬个性，展示时尚
品味，彰显文化自信，体现身份
认同的新载体。

在沧州一些庆典现场，穿汉
服演出已是屡见不鲜。更有一些
年轻人身穿汉服，出现在公园或
大街上，衣袂翩翩地进行直播和
拍照留念，成为人们眼中一道风
景。

然而，与舞台上的走秀和景
区的展演不同，一些汉服爱好者
在日常生活中穿汉服，却得不到
家人的认同，遭遇了不少的烦
恼。

引发家庭战争

刘悦今年 16 岁，家住运河
区万润绿景园小区。她是一个酷
爱穿汉服的姑娘。

虽然只有 16 岁，但刘悦身
材已经非常高挑，五官精致，是
一个漂亮姑娘。

每到假期，刘悦就会穿上心
爱的汉服，和好朋友出去逛街。

除了好朋友，平时和父母去
超市买东西，刘悦也喜欢穿着汉
服。

刘悦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职
工，思想观念也非常传统。

每次去超市，看着来来往往
的陌生人上下打量自家姑娘，刘
悦的父亲就觉得浑身别扭。

“女的看看也就算了，男的
也跟着瞅，从头到脚打量我家闺
女，真让人脸上挂火。”刘悦的父
亲生气地说。

对于陌生人的行为，刘悦的
父亲不好说什么，于是他就把脾
气发在了刘悦的身上。

超市没逛完，父亲就气呼呼
地拉着刘悦回家了。

回到家，刘悦的父亲刚想发
火，就被刘悦的母亲拉到一边。
她准备先劝劝刘悦。

无论母亲怎样做工作，刘悦
坚决不同意放弃这个爱好。

后来，母亲提出，在家里随
便怎样穿汉服都行，外出就别再
穿了。刘悦也扔下一句话：不可
能。

沟通无果，刘悦的父亲大发
雷霆，把刘悦的所有汉服都藏了
起来。

父母藏，刘悦买。双方闹得
不可开交。

一天，刘悦的一位同学母亲
张女士打来了电话，让刘悦的父
母直接断了刘悦的零花钱。

张女士告诉刘悦的母亲，刘
悦经常带着同学一起穿汉服外
出逛街。路上有行人将她们拍了
下来，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

张女士在电话中抱怨说：“很
多同事拿着手机来问我，照片中
的一个女孩是不是我家女儿。”

张女士对着刘悦的母亲发
了一顿牢骚，还抱怨孩子最近要
的零花钱越来越多。

刘悦的母亲听着，脸上红一
阵青一阵，非常恼火。

挂掉电话，刘悦父母一合
计，决定不再给刘悦零花钱，以
后刘悦要买什么东西直接“报
备”。

从那以后，只要刘悦一穿汉
服准备出门，母亲就第一时间堵
在门口。

刘悦和母亲理论。没想到，
理论演变成了争吵，争吵演变成
了冷战。

母亲经常气得掉眼泪，父亲
也只能干看着。说急了，刘悦一
摔门，不再理人。

一连几个星期，刘悦和父母
不说一句话，而刘悦父母也不知
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不支持汉服文
化，表演时穿没有问题。现在孩
子年纪太小，日常生活中穿的和
别人不一样出门，当父母的受不
了女儿被别人一直用异样的眼
光打量。”刘悦的母亲说。

分手

曹心艾，家住运河区香堤荣
府小区，今年 25岁，是一名销售
员。

她喜欢汉文化，衣橱里分为
两个区域，一部分是平时上班的
工作装，一部分是生活里穿的汉
服。

各种颜色的汉服挂在她的
衣橱里，五彩缤纷。

除了汉服，她还买了许多不
同样式的头饰，用来搭配汉服。

平时兴致高的时候，她还会
开直播，和有相同爱好的人交
流如何选购、穿搭汉服。

有时候她还会为大家示范
如何穿汉服。为这事，她的男朋
友也颇有微词。

虽然每次曹心艾都会穿上
防走光裤子和背心，但男朋友还
是心里不舒服，劝她放弃直播。
曹心艾却置之不理。

每逢周末，曹心艾都会穿着
汉服去逛街。一路上，她总会引
来一些目光，可她对人们的目光
毫不在乎。

让她没想到的是，她沉迷的
汉服竟成了分手的导火索。

一天，她穿着汉服和男朋友
上街。走在热闹的街头，几个男
生对着曹心艾不时打量，时不时
还窃窃私语。

曹心艾的男朋友发现后，对
他们喊了一句。没想到双方几句
话不对付，动起了手。

男朋友的衣服被撕扯坏了，
脸上也带了伤。路人报了警，几
个人都进了派出所。

经过几个小时的调解，双方
相互道歉。曹心艾和男朋友天黑
了才走出派出所的大门。

曹心艾本想继续跟男朋友
去吃晚饭。男朋友扔下一句“你
心可真大”，扭头离开了。

曹心艾并没有意识到是穿
汉服给两人造成了矛盾。后来，
和男朋友出去约会时，她仍然会
穿汉服，男朋友却越来越反感。
两人为此开始吵架。

为了不让曹心艾穿汉服，男
朋友给她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但曹心艾总是把它们束之高阁。

两人最终选择了分手。

父子之争

“喜欢汉服可以是一种爱

好，可穿着上街走来走去，就有
些让人另眼相看了。”

这是周正的亲戚们聚在一
起说得最多的话题。

30 岁的周正是一名公务
员，老家在吴桥，现在东光县居
住。

这些年，周正前前后后谈了
十几次恋爱，可最后没有一个能
修成正果。

原因只有一个，他有一个与
众不同的爱好——穿汉服。

周正上班时穿衬衣，长裤。
休息日时，他经常穿汉服。就连
他的睡衣，也是汉服款式。

周正原来在石家庄工作。那
时每逢节假日，他就穿汉服上街
采购，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
什么两样。

几年前，他参加公务员考
试，落户在了东光县。

有一次，他在东光坐公共汽
车回老家吴桥，与接站的父母发
生了很大的冲突。

那天一大早，周正穿好汉
服，坐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每
个经过他身边的乘客，都会偷偷
地打量他一番。

周正一下车，接站的父亲一
看他的打扮，脸立马就拉了下
来。

这一路上，父亲和周正因为
穿汉服开始争执。两人谁也说服
不了谁，回到家两人互不理睬。

第二天，父亲贷款给周正买
了一辆私家车，叫他以后自己开
车来回，不要穿着汉服到处逛。

重在沟通

汉服的爱好者现在越来越
多。但多数父母反对子女过度特
立独行，这令很多家庭矛盾重
重。

面对父母与子女的矛盾，
沧州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苟
增强给出了以下建议：

很多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孩
子穿汉服，无非是受传统思想
影响，还是希望子女能够从众，
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承受别人异
样的眼光。

苟增强说，不管出于什么
原因，父母和子女应当共同寻
找让双方都舒适的相处环境。

首先，喜欢汉服的子女可
与父母分享汉服文化，与父母
沟通，给父母做汉服的科普，让
父母也逐渐喜欢并接受汉服。

其次，可以找适当的机会
带父母一起穿汉服，让他们体
验一下穿汉服的感觉。或者在
购买汉服的时候，让父母给出
一些意见或建议，让父母参与
挑选。

苟增强说，如果经过多方
尝试，父母仍然抗拒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穿汉服，那么子女应
尊从父母的意愿，不要和父母
硬碰硬，完全可以视场合穿或
不穿，规避矛盾。

对父母而言，苟增强建议可
以适当地跟子女谈心，了解其内
心的想法，不要把子女逼得太
紧。双方可各让一步，约定特定
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穿汉服。

（文中主人公均为化名）

周正汉服写真周正汉服写真

曹心艾穿着汉服逛街曹心艾穿着汉服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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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东院区举行“下肢疼痛”脉管病筛查活动
时间：10月16日至17日 地点：疮疡脉管病科

符合条件者赠医用弹力袜、免费血流检测、赠送熏洗中药一包；咨询电话：2075119或1583317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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