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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发、旅游、考驾照……

“后高考经济”升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萍 通讯
员/包卫华） 记者从株洲西站获悉，截至 6 月

11 日 18 时，株洲西站端午前后五天时间到、发

旅客 107260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53476人次（日

均发送 10695 人次），较 2023 年端午同期增发

161人次，增幅 0.3%。

6 月 11 日当天株洲西站发送旅客 13977 人

次，打破该站开通运营以来单日旅客发送记

录。上一次发送记录为 2023 年 5 月 4 日所创，

当日发送量为 13588人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家虎） 日前，

茶陵县人民法院公布一例环保审判典型案例，李某

国等非法捕捞水产品获刑。

2023 年 7 月 12 日，李某国、李某风开车运载电鱼

船和电鱼工具来到茶陵县虎踞黄坪洣江河段黄坪村

电站附近的河边，由李某国驾船下河电鱼，李某风开

车到指定的岸边负责接应，结果被执法人员抓获。

现场缴获电鱼工具以及 46.8公斤河鱼。

经茶陵县农业农村局认定，两人所捕捞水域为

洣水茶陵段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禁捕水域。

经茶陵县价格事务中心认定，所捕获的河鱼总价值

为 126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国、李某风的行

为，破坏了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损害了社会公

众利益，依法应对渔业生态进行修复，判决两人犯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

刑一年；拘役四个月，宣告缓刑八个月。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共同承担破坏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

修复责任，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购买 14040 元的

鱼苗在洣水水域茶陵段投放。

美达影城（6月13日）

扫黑：决不放弃
11:40 13:50 16:00 17:10 18:10 20:20

21:30 22:30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0:30 11:30 12:40 13:40 14:50 15:50

17：00 18:00 19:10 20:10 21:20 22:20

哆啦A梦：大雄的地球交响乐
11:00 16:05 19:20

走走停停
11:15 12:10 15:10 19:30 22:15

加菲猫家族
10:15 13:15 14:10 15:30 18:15 20:30

谈判专家
11:50 16:10 21:35

末路狂花钱
18:25 22:25

美国内战
17:25 20:10

九龙城寨之围城 13:10

（开奖日期：2024年6月12日）开奖

株洲西站旅客有序候车。

记者/戴萍 通讯员/包卫华 摄

13977人次！
株洲西站
单日发客量创新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目前，

我国各省份高考均已结束，火热的“后高考经济”也

随之而来。告别了紧张的学习氛围，走出考场的同

学们都忙着干啥呢？记者先后走访理发店、驾校报

名点等地，发现商家们早已提前发力，精确瞄准毕业

生群体，各类促销活动已抵达“战场”。

11 日下午，天元区泰山路一家名为“美度造型”

的理发店内，2 位高考生正在染发。总监阿昌透露，

高考结束之后，店里前来改变造型的学生明显多了

不少，“高考后客流量比平常多了 15%，有一天最多接

待了 8 个毕业生，男生女生比例差不多，基本都是 2-

3人组团来。”

不少理发店还推出了高考生专属优惠活动。考

生凭高考准考证，日常 480 元的染烫套餐只需 198

元。“每年 6-7 月的学生套餐是一年之中价格最低

的，是专门针对学生的优惠。”发型师陈先生介绍。

暑假里，计划通过各种途径改变、提升自己成为

高考毕业生们的热门选项。不少走出校门的毕业生

纷纷步入驾校。“高考前，我们就报好名了，三个人一

起报，团购价更优惠，练车时也有个伴。”一位刘同学

告诉记者，高考前考虑到团购有优惠，他便联系了同

学一同报了名。

株洲万畅驾校教练员告诉记者，每逢暑假，都是

学车热潮，尤其高三毕业生是学车的主力军，占整体

学车群体的三分之一。

同样，高考结束后，不少学子选择以“毕业旅行”

的形式放松身心，旅游市场迎来一波毕业生出游的

小高潮。

在市区某旅行社，据工作人员王女士介绍，近期

越来越多结束高考的学生前来咨询旅游，他们大多

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女生偏多，且多不满足于“省

内”，偏向省外游，尤其是厦门、重庆、云南这些著名

旅游城市。“目前还是咨询的人多，但是预定得不多，

还有部分考生要等出成绩后再计划出游。”

国内线路中，因为马伊琍主演的电视剧《我的阿

勒泰》最近热播大火，新疆游很受学生和家长追捧。

旅行社为此还专门推出了新疆北阿勒泰双飞 8日游，

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主要影视打卡地：白哈巴村、禾

木村、喀纳斯村、五彩滩都会在行程里逐一呈现。

高考结束后，理发店生意火爆。 记者/杨凌凌 摄

电鱼虽不多 两人仍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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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利落的寸头，柔软清丽的汉服，极具反差的两者，却在吴佳露身上找到了平衡。

这位 35岁的女性，几近痴狂地爱上汉服，及其延伸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

开工作室、做讲座，她不吝学习，追溯汉服的历史脉络，再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

10年间，从小众文化到汉服文化的兴盛，越来越多的人走近汉服、迷恋其中。

这，正是吴佳露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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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是件华美的长袍，写满了历史故事”

时至今日，吴佳露依然保存着 10 年前网购的第

一套汉服，那是青色纱质深衣。

“其实，它称为改良版的和服更贴切。”吴佳露笑

笑，拿起这件衣服的袖子开始比划：“有大袖子的汉

服袖根很短，没有‘刀把’，带‘刀把’的刀袖是和服的

特征。”

当她系统性学习了汉服的知识后，开始关注到

这些细微的差别，在她看来，如若不是深度研究者，

没人会察觉。

在亲朋好友的眼中，吴佳露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她对此也不否认，尤其是在面对汉服时，她往往

会表现出这种执拗。

2014 年，她还是一名专职摄影师，一次偶然的网

络搜索而“入坑”。

与大多数人不同，在初期，她并没有购买太多汉

服，而是着重考证，到书本里找汉服的演变故事，在

翻阅了诸多书籍后，吴佳露内心深处有了疑问：为什

么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中国 56

个民族也有各自的民族服饰，但汉族服饰却不太常

见？

带着这个疑问，她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在出土文

物雕塑衣服上的纹样中，在一片片青砖绿瓦间，慢慢

考究每个朝代的汉服发展脉络。

比如研究襟，她曾颇多疑问：纹理、图纹样式有

什么演变？颜色会因为朝代不同而产生差别吗？对

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古籍，参观文物，寻访古

建，从商周到大明，最终弄清了原由与演变。

这正是她的执拗，在她看来，汉服的发展史便

是民族的发展史，它是一件华美的长袍，写满了历

史故事。

“汉服本身是美的，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遗忘。”

自此，汉服在她的脑袋里汇成一条长河。

“先传承，再演变，最终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

一如她厌倦了长发后，剪成板寸时那般洒脱，吴

佳露一头扎进汉服文化的推广中，颇有不管不顾的

意味。

五年前，她在天元区开了一间汉服工作室，衣服

不过 30 余件，标签很明确：不走市场化汉服的贩卖，

而是执著于复原汉服的推广。

但这间汉服理想地，曾经让吴佳露烦恼颇多。

“当你开始推广复原汉服时，你会发现有人就接

受不了。”吴佳露坦言，比如战国袍，许多人在试穿

时，就会生出诸如“宽袍大袖不方便”“纹样没见过不

洋气不高级”“衣服不显腰”这样的顾虑。

“我们审美断层好久了，不管是汉代的磅礴大

气，唐代的雍容华贵，还是宋代的秀丽，都断了。”

这样的审美差异，让她的工作室一度难以为继，

常常处于亏本状态，只能用摄影赚的钱填补亏空。

没市场、没收入、更没有志同道合之人，这样地

窘迫之下，有闺蜜就问她，新中式、魔改服更符合当

下审美，也更有市场，为何一定要坚持做复原汉服？

是向市场风向妥协，还是继续挑战小众？吴佳

露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她从大众最容易接受的明制、宋制汉服出发，从

史料、典籍中找源头，去兴趣小组和人探讨汉服的样

式，给每一件衣服赋予独特的故事，也会开设一些小

众的汉服讲座，让更多人接受复原汉服这种制式。

在这个过程中，吴佳露会触摸一些感动的瞬

间。曾在一次讲座上，就遇到一位向她请教战国袍

的女士，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就像一场缘分，遇到

了志同道合的人”。她形容当时的心，仿佛浮过一丝

温暖的基调，迅速找到了认同感。

她也终于能回答闺蜜的疑问——先传承，再演

变，最终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才是汉服的良性发展

之路。

“要让汉服成一股潮流，还需要更多人参与”

这两年，吴佳露明显感受到大众对汉服的喜爱

度、认可度，正逐年提升。

她的愿景开始落入现实：更多人了解汉服、爱上

汉服，并在传统节日穿上属于自己传统服装。

最明显的感受，来自于她的汉服工作室，收入已

超过摄影收入。“突然问询的人多起来了，他们也更

乐于尝试不同的汉服制式。”

她将这样的转变归结于年轻人的文化觉醒，让

汉服等传统国潮走出小众文化的范畴。

在她的观察里，当下的社会更重视生活情趣、尊

重自然，所以人们可以更愿意去充实自身，而不愿为

事务所累，为传统文化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比如，去年底，她工作室的汉服用于微电影《一

簪千年》的拍摄，她本人也担任了服装顾问、摄影等

多项工作，提供了包含西汉、唐、宋三个朝代的服装，

并对剧中布景、簪花等诸多细节逐一考究，做到有史

可考。

该电影播出后，观众惊叹于汉服及其散发出来

的美，纷纷求购同款。编剧李明桧评价她：“剧中每

一处细节，都是为电影锦上添花，也为观众带来了丰

富的中国传统美学意蕴。”

这正是吴佳露所想要的，在她看来，要让汉服成

一股潮流，还需要更多人参与。

当下，吴佳露正在尝试与设计师合作，试图将一

些传统图案还原至汉服中，也尝试在汉服之外，开发

一些更多诸如中式花卉、簪花这样的传统美学，以期

让更多的人喜爱它，穿上它，让它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和活力。

年轻人为何热衷
“挺传统”？

如今，传统文化正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

泱泱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自然流淌在每一

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在包容、创新的时代精神激

发下，传统文化以各种全新的方式被演绎、诠释

和融合。

不可否认，一些传统文化与当下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和审美旨趣存在着距离，但这种距离，

与其说是难懂、排斥或不感兴趣，更多是源于不

了解、接触不到而造成的刻板印象。

吴佳露正是这样的传播者。她同所有热爱

传统文化的人一样，迷恋其中、也让更多人参与

其中，推动传统文化复苏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 10 年的汉服推广中，吴佳露致力于还原

汉服本身的故事，走遍千山万水，访遍文物古

建，也反过来将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趣味、审美

风尚以及年轻人的活力，注入了传统文化，碰撞

出新的可能，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希望有一天，大家会像藏服、蒙古服、韩

服、和服那样，在重大的节日选择它，穿上它。”

在采访中，她无数次说起这句话。这份执著与

努力，不仅源于她对汉服是真爱，也出于一份强

烈的使命感。

“传统文化这真是个好东西，绝不能丢在我

们这一代手里，必须要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属

于吴佳露的心声，更是属于当下年轻人的共同

心愿。

（王娜）

80后女孩热衷汉服推广
吴佳露：因为热爱，让“挺传统”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实习生/尹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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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露通过讲座诉

说复原汉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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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露正在

介绍明制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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