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娜

希望更多人
发现汉服之美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近日，央视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走红，一时引发了社会大众对于传
统文化的思考与热忱。节目中多位具有
深厚古诗词素养的选手“圈粉”无数，被
称赞“腹有诗书气自华”。

其实， 在职工队伍中有这么一群
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工
作之余，他们吟诵古诗词，研究《三国演
义》、《红楼梦》 等古典文学作品……通
过不同方式与古人对话，实现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情意交流，从古人的智慧中汲
取力量照亮今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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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在吟诵中
拉近与古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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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占戈， 她又着翩翩汉服而来， 黑色
罗裙， 绿色褙子与衣裙上的荷塘绣样遥相呼应，
显得雍容优雅。

占戈有很多身份， 编剧、 自由撰稿人、 图书
策划人等等， 但她更愿意称自己为 “国学的践行
者”。 “我更愿意将传统文化加以实践， 享受国
学给予生活的精神享受。” 占戈告诉记者， 受到
母亲的影响， 她从小学习琴棋书画， 童年过得异
常 “艰辛”， 但也庆幸有了那份 “艰辛”， 让如今
的占戈更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拿汉服来说， 占戈还记得她的第一件汉服，
“那是一件仿照87版电视剧 《红楼梦》 里林黛玉
的服饰， 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褙子， 绣着漂亮的花
样。” 占戈告诉记者。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她收到
这件 “古装”， 简直兴奋极了， 马上穿起来到处
炫耀。 “虽然收到一些异样的眼神， 但却掩不住
我心中的兴奋。” 占戈说。

也就是这一件褙子的启蒙， 让占戈爱上了汉
服。 于是， 她开始研究汉服。 “越是深入， 越是
发现， 汉服真是美极了。” 占戈告诉记者， 汉服
的主要朝代包括汉、 唐、 宋、 明， 不同朝代的汉
服有不同的特点， 就拿女子服饰来说， 唐代的汉
服以齐胸襦裙为主， 而到了宋朝， 女子多穿袄裙
和褙子。 占戈说： “汉服的不同款式，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时代特点。”

占戈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汉服的不同式样，
她用襦裙、 深衣、 直缀、 罩衫、 短褐五式概括了
汉服的分类， 并通过漫画向记者一一展示。 “我

一直觉得， 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在汉服中找到合适
自己的那一款， 也都应该在汉服之下拥有一颗勇敢
而有自信的心。” 自从爱上汉服以来， 不管去哪里，
占戈都会身着汉服。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上街穿汉服， 有很多人会
投来异样的目光， 甚至有人会觉得我穿的是韩国、
朝鲜的民族服饰或者日本的和服。” 占戈说， 面对
其他人质疑的目光， 她并不在意。

研究历史， 占戈发现中国周边很多国家的服饰
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 “就拿韩服来说， 有历史记
载， 唐代， 新罗 （朝鲜半岛） 与唐朝交往甚密， 新
罗曾请求唐太宗赐汉衣冠， 以同于中国。 那时的朝
鲜服饰几乎与唐朝没有区别。 朝鲜半岛长期奉中国
为宗主国， 服饰也随中国各朝代风格而变化。” 占
戈告诉记者， 朝鲜王朝建立后， 作为郡王国的朝
鲜， 享有被明朝皇帝 “赐服” 的权利， 所以今天看
到的韩服， 带有强烈的明制汉服风格。 “同样， 在
和服、 蒙古族服装、 越南传统服装中， 都可以找到
汉服的影子。” 占戈说。 有时候她会耐心地在街上
解答别人的疑问， 普及大家对于汉服的认知。

同样让占戈高兴的是， 她四岁多的儿子 “垦
垦” 也很喜欢穿汉服， 很喜欢传统文化。 占戈说：
“家庭的文化氛围影响了我， 而我也在影响我的下
一代， 这大概就叫做 ‘传承’ 吧。”

周娜是北京市怀柔区社区教育中心的一名老
师。 法律科班出身的她， 毕业后教了一段时间法
律后， 又当了10多年的英语老师。 但对周娜来
说， 她最喜欢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往往能提升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而且流
传下来的国学经典都蕴含着中国先人的无限智
慧， 每次学习都有 ‘豁然开朗’ 的感觉， 让我很
受益。” 周娜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娜听到了吟诵古诗词，
好听的音律一下子吸引了她。 “为什么古人三岁
开蒙， 六岁就能认识三千繁体字， 是有方法的，
他们并不是要孩子死记硬背， 而是在一种有趣的
吟诵中开启的人生第一个学习阶段。” 周娜介绍。
就这样， 周娜迷上了吟诵， 她从网上找了一些网
络公开课， 自己在家跟着学习。 “开始的时候，
孩子还不了解吟诵， 觉得吟诵很好笑， 但是后来
儿子还主动学习了。” 周娜笑着说。 周娜的儿子
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 在学习中常常会遇到这样
的情况： 明天就要开学了， 但是老师布置的背诵
古诗词的作业还没完成。 于是他便向妈妈请教如
何吟诵， 因为他发现这种读书方法能帮他很快完
成作业。 就这样， 周娜一边教儿子如何吟诵， 一
边给儿子讲解古诗词背后的故事。

随着对吟诵兴趣的增加， 周娜还参加了首都
师范大学国学院开设的培训班以及北京市吟诵教
育研究会开设的培训班。 用古人的音律去吟诵诗
词， 让周娜多了一种与诗人的交流方式。 “古人
很智慧， 发明了吟诵。 它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诵

读不同。 吟诵是一种唱歌， 读书等于唱歌， 一下子
就把学习变得活泼有趣起来。 如果你跟孩子说， 儿
子来读篇课文， 儿子肯定很反感。 但是如果说儿子
来唱首歌， 就变得有趣多了。” 周娜说。 中国讲究
阴阳之说， 体现在吟诵上就是文字内容是 “阴”，
而吟诵则是 “阳”。 阴阳结合， 让学习更有趣。 现
代汉语普通话的声调有四个， 一二三四声。 中古音
的声调是分四声八调。 四声就是平上去入， 八调就
是各分阴阳： 阴平阳平、 阴上阳上、 阴去阳去、 阴
入阳入。 阴阳就是清浊。 中古音声调总体又分为两
部分， 即平、 仄。 阴平阳平为平， 上去入为仄。

周娜喜欢吟诵， 慢慢地她发现自己身边也在随
之改变。 原来儿子喜欢的看 《跑男》 等综艺节目，
喜欢打游戏、 看日本动漫， 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关
注较少。 现在儿子喜欢上了历史， 喜欢看 《三国演
义》 《三国志》、 《曹操传》 等书籍。 “我相信吟
诵对于孩子来说是有用的， 但这不能着急。 我只是
在孩子心中种下一粒种子， 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开花
结果。” 周娜说。

除了教儿子学习方面受益之外 ， 家庭也很受
益。 “在吟诵中， 人们常常会被古人的情怀所感
染， 凡事多了一份豁达。 在处理夫妻关系以及婆媳
关系的时候会更加从容， 而且也会增加一份包容，
家庭会更和谐。” 周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