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职旅拍，明星约片
2019 年一开年，当小时在

微博上放出了一组冰岛汉服照，

再次引发大量“围观”。画面正

如她自己写的那样，“镜头下，

是北境之巅，冰火之境。执一

身白衣，赤炼如纱步入冰刀旷野，

冰岛的夜，如雪白，如梦长。”

2014 年 9月，她第一次将

汉服穿到尼泊尔，此后，“带着

汉服去旅行”的路便越走越远。

在旅行界好像一直很流行

“辞职去旅行”的说法，媒体采

访的时候也常常会把这个作为

一个吸引眼球的点。当小时也

属于辞职旅拍的一类，但是她

会像个姐姐一样，语重心长地

跟大家解释：有一些营销号写

我辞职去旅行，但它们不会告

诉你的是，六年前我辞职的时

候，周末接片赚的钱已经超过

工 资 了。

所以因为

这一点而

关注我的新朋

友，千万不

要因为冲动

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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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当 小

时 跟 一群

风光摄影师

从成都自驾

去内蒙，10 天

时间在路上，晚

上大家在沙漠支帐

篷，沿途一路拍照，

她觉得那种感觉很

好，就想着以后也

要这样出来旅拍，

所以果断辞职。

“每个女孩小时

候不是都有一个仙女梦么，比

如披着床单或者枕巾在院子里

奔跑。因此遇到汉服的时候，

就觉得小时候的梦好像来到了

现实中。那时候

有个朋友买了套

古装的衣服，我们

就一起拍照。后来我

觉得很好看，就去研究。”

辞职后的当小时，一开始会拍

各种系列的作品，直到 2014 年

她开始“中国风巡拍”，越来越

感受到汉服的美。也是这时，

她开始崭露头角，引起关注，

甚至演员徐娇也来找她拍摄汉

服照片。

所以从最初的机缘巧合到

坚持数年，从喜欢精致华美的

服装到慢慢了解汉服的形制，

认真拍照的这个女孩子得到了

肯定与回报。

不过观众只能看到当小时

带着模特在国内外到处旅游、

拍漂亮照片，会以为有一个团队

各司其职的话就不会太累，但

前几年的旅拍，从前

期化妆、服装搭

配，到后期

拍 摄、修

片全部

是 当

小 时

一个人完 成的。

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拖行李箱

手都磨出茧了，举相机的肩膀都

抬不起来，有次拍摄完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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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时，这位小姐姐让汉服遇见全世界

你或许会常常“遇见”

这位汉服小姐姐——或许是

在尼泊尔，她身着汉服坐在

一间杂货铺前，毫不违和；

或许在日本京都的寺庙、在

中国香港的街巷、在纽约的

公交车上、在冰岛的茫茫冰

原……

她的微博名叫“当小时”，

四川妹子，是一名专业的摄

影师。起初，她只是在网络

上分享她镜头里汉服的美，

不想却“火”了。 

从 2014 年 至 今， 当 小

时穿着汉服走过了日本、韩

国、美国、意大利、冰岛、

帕劳……等 14 个国家，她

在微博上发起的“带着汉服

去旅行”的话题，收获了 1.5

亿阅读，22.6 万讨论，也因

为这个话题，她在微博上的

粉丝噌噌地涨到 50 多万。

从小热爱古诗词的她，

对汉服有着天生的向往，又

喜欢旅拍。“让更多的人了

解汉服的美，了解中国的文

化。这就是我旅行的意义！”

当小时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如是说。

后她两个月都没有再拍，就是因

为肩膀都抬不起来了。不过她还

是傻呵呵地从艰辛的日常中发掘

出特别好玩的地方，说“上树下

海”是摄影师的必备技能，一张

“自挂东南枝”的照片是她的日

常，也是很多摄影师的真实写照。

时尚的汉服，别样的风情
提到当小

时的经典作品，

美国“火人节”

上的那几组一

定高居榜首。

中国女孩

们穿着

汉服，

但是

和人

们印

象里

内 敛

含蓄的

传统汉服

太不一样了。

在那个特定的场

景下，红色的汉服像一团火焰，

与形状各异的雕塑碰撞出激烈的

火花，爆发出生命释放的力量。

而那件红色外套，还是当小时的

服装设计作品。

也正是这样颠覆传统并反

差鲜明的风格，让当小时的照片

引发了汉服圈热烈的讨论与绵绵

不绝的争议。但在当小时看来：

“我想传达的是，汉服是具有多

面性的。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些

东西，一样可以很时尚。”

不管场景如何，当小时拍摄

的汉服都能完美融入环境，或

缤纷多彩可爱俏皮，或天地浩

荡仗剑豪情。她的镜头就像造了

一场又一场梦，绮丽悠长。中国

风与汉服的美也因此在异国异

地展现了别样的风情。

在梦境之外的现实，当小时

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

在外面不会引起围观么？当小时

回答，其实在国外的一些地方

穿汉服不会引起那么多注意的

眼光，可能因为当地文化多元，

包容性强。“所幸现在汉服的接

受度也普遍越来越高，以前会有

很多的质疑，但是现在大多数

都是赞美的声音。”这几年，她

把汉服带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

看到了人们对汉服态度的转变。

多重身份，
将汉服文化融入生活

对汉服和国风的热爱，并不

止于“带着汉服去旅行”。在各个

社交平台上，当小时常常分享一

些各个朝代的妆容，比如唐代眉

形变迁，做一些国风知识普及。

但更多的，她希望汉服不要

只存在于一个封闭的圈子内，所

以如何让路人或者普通人把汉

服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也成了她分

享的内容。比如如何把秋冬汉

服混搭穿出门，在她拍摄的一个

视频里，穿汉服的漂亮小姐姐

说：“其实汉服有很多方便的地

方，你能看得出我的袖子里藏了

手机和钥匙吗？而且汉服穿起来

也很舒适。”

当小时还自己素颜出镜教大

家“手残党”也能学会的百搭汉

服日常妆发，当一种传统文化变

成生活方式，融入普通人日常，

其实这个文化才能更好地活着。

最让当小时执著的还是国风

服装的设计。

她喜欢穿汉服，但希望自己

穿的服装能带有自己的审美特

色，于是早在 2013 年，她买了

一台缝纫机，针针脚脚地“踩”

了第一件自己手工做的汉服。这

些年“服装设计师”的身份也没

断过。今年，她又合作创立了一

个自己的品牌，目前都还没对外

公布这个品牌跟自己有关。因为

从前她对汉服的创新导致了一些

网络争议（因为有些人认为汉服

就应该保持传统），甚至只要牵

扯到“当小时”这个名字，部分

网友就会语含偏见。“不让服装

品牌受到自己的影响，或许能让

大家更客观。”

国风爱好者、摄影师、摄影

讲师、旅拍作家、服装设计师、

企业家……可以说，现在的当小

时已经顶着多重身份的“帽子”，

而她说，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一个

有钱有爱的艺术家，“好的艺术

是有人买单的”她表示。不管身

份再多重，其实本质上，当小时

只是一个为了自己热爱的东西而

努力使之实现的勇敢的女孩。

扫一扫，
观看当小时
在美国火人
节的汉服旅
拍花絮

她穿着汉服走过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冰岛、帕劳等 14 个国家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谭琴   供图：受访者

当小时在泰国的海滩。

美国火人节系列
作品之一。

美国马蹄湾

当小时为演员徐
娇拍摄的日本京
都汉服街拍。

在尼泊尔，汉服与当地街景交
融，竟毫不违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