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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欢

3 月 16 日晚上 7 点 59 分，赵佳目不转睛

地盯着手机屏幕，她准备在一家原创淘宝店

铺抢购一件“新中式”上衣。8 点准时开售，

现货立刻被抢购一空。“秒没！订了好几个闹

钟抢现货，还是没抢到。”而后，赵佳只能选择

购买预售商品。“预售的话需要再等 20 天，

‘新中式’也太火了吧！”她感叹。

从小众爱好到爆火“出圈”，“新中式”究

竟为什么火？

“新中式”风潮正起

和赵佳一样，为“新中式”着迷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

“之前没想到男生也这么适合穿‘新中

式’。”自去年起，在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的张鹏

就在社交平台上被频繁“种草”。他一边说，

一边向记者展示身上的衣服：挺拔利落的立

领配上竖排盘扣，胸前有翠竹元素的刺绣作

为点缀，整体黑色却不显沉闷。“拍照很出片，

日常穿也很合适，‘新中式’给个人气质‘上大

分’。”张鹏说。

好看又实穿的“新中式”，在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衣橱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春节期间，

“曹县卖了 3亿的马面裙依然供不应求”等话

题冲上热搜，某电商平台汉服品类成交额同

比增长了 325%。截至发稿前，“新中式穿搭”

话题在小红书平台浏览量超 21亿，相关笔记

超 300万篇。眼下是出游踏青的好时节，“新

中式”成为不少人中意的春日出行穿搭。

究竟什么是“新中式”？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张颐武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中式”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与

传统中式不同，‘新中式’融合了中国传统元

素，同时以比较现代的形态展现出来。”张颐

武说。

传统与现代元素结合的“新中式”风格，

正在向大众流行演变。不仅是服装，美妆、餐

饮、家居等领域纷纷添加中式元素，同样受到

消费者青睐。

“配色上舍弃老式的红木色，使用棕咖色

系，给空间增添一些复古韵味。屏风、绿植、

藤编元素，用来传递中式审美理念。”3 月上

旬，来自成都的室内设计师松然刚刚完成一

份“新中式”风格的装修设计方案。

松然说，近两年，喜欢“新中式”装修风

格的客户越来越多，很多人抛弃“北欧风”，

转而选择“新中式”作为自己的理想栖居风

格。“现代与‘新中式’的碰撞，既有传统的中

式韵味，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居住习惯，这

应该就是大家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原因。”

松然告诉记者。

爆火背后不只是美

90 后女孩杨锦是北京一家“新中式”服

装品牌的主理人。今年春节期间，杨锦设计

的一款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的“新中式”上衣，

成为店内的爆款商品。“这件衣服用料为红

色漳缎，是一种非遗面料。在设计时，我融

入了竹子、如意、祥云等图案，再搭配上经典

盘扣，让这件衣服具有东方美学的独特韵

味。”杨锦说。

“新中式”为何能火出圈？“足够美”是大

多数人的答案。

除了加入刺绣、水墨等经典元素的“新中

式”服装，还有以细长眉、眼下彩、点朱唇为代

表的“新中式”美妆，运用扎染、古法花丝等传

统技艺的“新中式”工艺品，环境古色古香、静

谧松弛的“新中式”茶馆……无一不体现着独

特的东方美学基因。

“但从根本上说，我觉得‘新中式’火起来

背后，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大家慢

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杨锦说。

从电影《长安三万里》口碑票房双丰收，

到《只此青绿》《红楼梦》等舞剧一票难求，再

到春晚节目《年锦》《山河诗长安》为观众送上

一场视觉盛宴，近年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

当代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掀起一波波传

统文化消费热潮。张颐武认为，“新中式”根

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适应了当代生

活形态，既有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有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是其爆火的主要原因。

“同时，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张颐

武提到，一些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在国

际上能让人快速识别出中国的标识与符号，

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美感与意韵，能够凸显中

国人独特的审美倾向。

更需高质量发展

如今，“新中式”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但一些问题也已显露。

在广东工作的乔钰喜欢尝试各种香氛

产品，但一次试用却让她直呼“翻了车”。

去年，某国产香氛品牌推出了一款“新中式

东方香”，“被名字吸引去购买，买回来发现

就是一股刺鼻的劣质空气清新剂味道。”乔

钰说。

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类似情况。例如，

一些网友吐槽网购的“新中式”服装货不对

板、质量较差；一些“新中式”香氛产品暴露出

“非天然劣质香精”等品质问题，让不少消费

者望而却步；一些餐饮品牌将“新中式”当作

流量噱头，产品无创意但却卖出高价……

针对这一问题，张颐武认为，“新中式”产

品保质保量，这是最基础的要求，“但更重要

的是，在设计创意方面应该有更扎实的东西，

而不仅仅停留在噱头上。”张颐武说，应在保

证质量高水准的前提下，把中国传统文脉和

新的生活形态结合得更好，做出让人眼前一

亮、新颖独到的产品。

此外，有商家反映，“新中式”市场上，部

分同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导致市面上

“山寨货”频出。对此，记者了解到，上海市版

权局在东华大学设立了“上海汉服版权中

心”，这是全国首个综合性汉服版权服务平

台。针对汉服原创设计种种维权痛点，上海

汉服版权中心为汉服设计提供版权登记、确

权、维权等专业化服务，在版权保护方面做出

了有益尝试。

谈及“新中式”未来如何发展壮大，张颐

武认为，首先，可以建立一些激励机制，鼓励

企业抓住广阔的市场需求。其次，“新中式”

应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

的代表性品牌。最后，要提升工艺设计水平，

在新的手法和传统工艺之间做好联结，不仅

在设计创意上吸收传统文化元素，还应在工

艺上更好地体现传统技艺的气韵与精神。“这

才是‘新中式’未来所需要的高质量发展。”张

颐武表示。

压题图为视觉中国供图。

于忠宁

精心制作的打卡幕墙，谢幕时从二楼观

众席空降的巨幅海报，粉丝用无人机拉起的

应援横幅……这些曾经仅属于影视明星的阵

势终于来到了戏曲圈。从2月下旬开始，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就启动了全国巡演，辗转数十

个城市。不管是演新编戏还是传统戏，只要

有陈丽君或李云霄出场，都能创造票房奇迹。

2023 年 10 月，由“小百花”创排主演的

《新龙门客栈》突然在社交平台爆红，两位年

轻演员陈丽君、李云霄走上流量的巅峰。戏

曲演员成顶流，近些年还是头一次。流量涌

向“小百花”，这不仅对于越剧人来说是个机

遇，也让更多戏曲人看到新的可能性。

多年来，传统戏曲面临市场和受众的急

剧萎缩。老年戏迷这个基本盘逐年缩小，而

年轻人看个两分钟视频都可能要二倍速，又

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看一出《锁麟囊》或

是听一曲《十八相送》。著名戏剧家魏明伦

先生谈到这种冲击时说道：“戏剧已经被小

小的斗室和巍巍的广场挤压到时尚之外，再

好的戏剧也没人看。”

当然，也有不少戏曲剧作赢得口碑票房

双丰收，比如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但观众

喜闻乐见的优质剧作还是凤毛麟角。

戏曲能不能跟年轻人拥抱，关键在于

能否捕捉到与时代最贴近的语汇，懂得当

下观众想看什么样的戏，持续推出优秀剧

目。若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演出业态等

方面积极进行自我调适，与受众需求擦出

火花，在新的传播场域中就存在无限可能。

越剧《新龙门客栈》破圈是带有偶然性

的厚积薄发。它打破传统戏曲的舞台表演

模式和叙述风格，揉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

素，将传统精神与时代思潮相结合。爆火

之后，“小百花”接住流量，从艺术本身出发

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尝试，连续推出新编越

剧《钱塘里》、传统越剧《何文秀》等，吸引一

波波老戏迷、年轻观众走进剧场，真正让戏

曲流量成为剧场“留量”。

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少不了形式的

创新，如影像元素的运用、戏曲程式化基础

上的即兴演绎、沉浸式观演等。而要让观众

欣赏戏曲、亲近戏曲，则需要内核的守正，如

创新剧目里的声腔设计，保留不同越剧流派

的基调，对打、过招等段落借鉴传统戏的精

华……飘带拖曳，环佩叮咚，锣鼓琴弦皆有

戏，举手投足都是“招”。可以说，守住剧种

根脉，融合借鉴其他艺术样式，不断变革突

破，向新而生，观众得以在“变”与“不变”之

间寻妙处，正是越剧破圈传播的流行密码。

我国戏曲的生存发展一直强调对优秀

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戏曲以成熟的艺术综

合、精美的程式表演、卓越的美学原则在世

界戏剧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关注

并反映民众的情感需求和时代的发展趋

势，有着“与民众共生、与时代同行”的发展

传统。这种内在的精髓恰恰是千百年来戏

曲久经磨砺却从未中断传承而长存于世的

根本，它不仅维系了戏曲艺术所蕴含的民

族精神，同时还赋予了戏曲保持生命活力

的能力。

越剧的火爆让戏曲工作者看到一个让

年轻人领略传统戏曲魅力的“入口”。戏曲

未来发展应该选择哪条路？尚需以优质作

品为底气，以“守正”为依托，少一些教条，多

一些创新。只要一直有人用心地做，观众就

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支持创作者，戏曲就能在

当下、在未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

造性。

“变”与“不变”之间寻妙处“变”与“不变”之间寻妙处

视 线G

舞乐动高原

阅 读 提 示
2023 年，“新中式”就已十分流行，如今依然热度不减、风头正劲。电商平台上，“新

中式”服装销量猛增；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身着“新中式”拍照打卡；社交平台上，“为什么

年轻人都喜欢‘新中式’”等话题频登热搜榜……

沉浸式浪漫悬疑剧《樱缘》武汉开演
本报讯 近日，武汉东湖磨山樱园开演沉浸式悬疑剧《樱

缘》，游客在欣赏樱花浅粉绯红、雪舞云飞曼妙姿容的同时，还

可穿越民国，体验时尚沉浸式戏剧的魅力，也为武汉的“春日

顶流”樱花再添浪漫

《樱缘》的故事充满悬疑和浪漫色彩，离奇案件的背后，折

射的是一群年轻人虽身处烽火乱世，仍不懈追求爱情、坚守信

义的动人故事。

该剧大量采用交互式演出。观众既是看戏人，也是剧情

推动者，在演员的引导下，共同破解主角离奇死亡的谜题，坐

定式、站立式和行进式观剧方式相结合，极大提升了观众的观

剧体验。“没想到演出从剧场外候场时就开始了，当演员来到

我身边和我说话时，我还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更被演员带上舞

台找线索破案，太有意思了！”游客赵女士说。

主创人员介绍，沉浸式演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交互式的

观演关系，这打破了传统演出的局限，演员和观众建立了空

间、剧情甚至情感上的联系。同时，观众借助游走式的观演串

联起情节，形成富有变化的沉浸式体验。在舞台设计上，创作

者结合所在建筑内有 3棵大树的特点，搭建了立体化的 3层舞

台，整个表演和观剧空间也因此更立体和丰富。

据悉，武汉东湖磨山樱园占地 300余亩，是中国规模最大

的樱花园之一，也是与武汉大学校区齐名的赏樱胜地。

《樱缘》是幻影汇（武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出品的第二部

沉浸式戏剧，该公司此前推出的沉浸式全息舞台剧《遇见·楚

庄王》，通过“虚拟现实、真人演出、裸眼 3D”等技术，再现了楚

庄王韬光养晦、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的传奇历史。在湖北省博

物馆上演一年来，累计接待观众 12万多人次。

据悉，四月底樱花节结束之前，《樱缘》将在磨山樱园三棵

树剧场全天多场次演出。 （李刚）

近日，第三届新疆喀什“帕米尔之
声”民族音乐节文艺晚会在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上演。来自北京、乌
鲁木齐、喀什等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
帕米尔高原，为观众带来一场多元荟
萃的艺术盛宴。

图为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文化服务中心，演员们在表演木
卡姆《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从小众爱好到频频“出圈”——

““新中式新中式””究竟为什么火究竟为什么火？？

北京亮马河开启2024年醒春首航
日前，2024年北京亮马河醒春启航活动举行。近年来，

北京市朝阳区推动城市更新，打造了80万平方米的亮马河国
际风情水岸，实现6公里航线通船，游船航线途经燕莎、蓝色
港湾、红领巾公园等多处商圈、公园，已成为北京文旅消费的
新亮点。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吴运铎全传》出版
本报讯（记者赵欢）近日，《吴运铎全传》由中国工人出版

社出版。该书由赵长安编著。

吴运铎是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心系国家，终日劳碌，

把自己的光和热，无私地奉献给了亲爱的党和勤劳、勇敢、智

慧的亿万中国人民。他曾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作为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于 1953 年 7 月出版的

《把一切献给党》风靡全国，在广大青少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成为人生的教科书，教育了几代人。

《吴运铎全传》记录了吴运铎一生的事迹，资料丰富，翔实

可靠，事例感人，可谓当前国内关于吴运铎最完整的传记作品。

2023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规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 2023年

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

平台数据监测，并结合行业调研综合测算，2023 年全国演出

市场总体经济规模 739.94 亿元，与 2019 年同比增长 29.30%，

达到历史新高。

从年初开始，演唱会和音乐节集中开票，热度持续走高。

纵观全年，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项目数量多、场

次多，始终保持社会层面广泛的关注度。一方面，大型演出项

目集中释放，久别市场后的重归使该类项目数量、场次均达到

历史新高，优质项目推高消费热度，“抢票”“秒杀”“售罄”等关

键词成为各大网络热搜榜常客。另一方面，2023 年演唱会、

音乐节下沉效应凸显，在三四线城市举办的比例攀升，成为拉

动跨城观演和促进地方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2023 年全国旅游演艺实现快速增长。全年旅游演艺场

次 15.07万场，与 2019年同比增长 72.61%；票房收入 166.36亿

元，与 2019年同比增长 125.45%；观演人数 8055.13万人次，与

2019年同比增长 54.14%。

一方面，持续走高的出行需求推动老牌及传统旅游演艺

项目始终保持较高热度，尤其是知名品牌项目在节假日和暑

期等重点档期，单日演出场次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新增

或者提质的旅游演艺项目更凸显地方和传统文化底蕴，或为

既有景区“加分”增加“卖点”，或以演艺内容为核心重新串联

旅游资源和城市“打卡点”，形成旅游演艺的新形态。

旅游演艺本身具有附加值高、融合性强、带动就业多的特

点，越来越多的旅游演艺项目正在探索中找准适合自身发展

的定位，结合自身特点和各阶段目标，以点带面，持续发力。

2023 年演出市场在逐步恢复中实现加速发展，演出业在

打破传统格局、拓展发展空间方面呈现令人欣喜的变化。“为

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 2023年的文旅消费新潮流。新业

态不断涌现，旅游景点、商业空间、城市街区探索“演出+”，并

实现“破圈”效应，更多以演艺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形成高效闭

环，以新模式、新场景带动新消费。

同时，演出行业在拉动文化消费、带动地方文旅发展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站上新的起点，不断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凝聚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成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中一支强劲且不断生长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