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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头发、白皮肤的欧洲女孩穿上汉服是什么体验？
塞纳河畔，布鲁塞尔的街头，不少金发碧眼的“洋面孔”撑起油纸伞，拿着团扇，

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位身着汉服的“洋贵妃”，诠释着一种别样的美……这不是欧洲的
服装秀场，而是中国女孩王梅在比利时开起来的汉服小摊。

“我想告诉全世界汉服有多美，我的目标是向 999 名外国小姐姐‘安利’中国汉服。”
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王梅笑着说。

走出国门，汉服小摊点亮中国馆

画上一对远山黛，眉间点上一枚红花钿，

三分钟绾一个简约大方的发髻……完成一个

精致的汉服妆容对于王梅来说已然得心应手。

9月8日，在比利时一年一度的国际漫画

盛典——2023 布鲁塞尔漫画节上，布鲁塞尔

中国文化中心策划的“中国馆”展区再次亮相，

王梅也受邀前来参展，展馆里，她的汉服小

摊前排起长龙。

“我女儿可以试穿一下这条红色的裙子

吗？”

“我很喜欢这个凤冠，它看起来好精美！”

……

不少来自比利时当地和周边地区的游客来

到王梅的小摊前体验汉服妆造，一边试穿着

不同形制的汉服，一边挑选喜欢的配饰。

“很开心主办方邀请我来这里摆摊，也很

开心有这么多外国朋友在这里了解汉服、喜欢

上汉服。”王梅笑着，一边为来访游客做着汉

服妆造，一边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服饰文

化。

这并不是王梅第一次在比利时摆摊做汉

服妆造，她的汉服小摊故事还要从中秋节的一

次偶遇说起。

王梅是湖北仙桃人，2014 年，26 岁的她

前往比利时读研究生，毕业后便留在比利时，

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策划等相关工作。

从在国内读书时起，颇爱看古装影视剧的

王梅就成了汉服的忠实粉丝，她常常和朋友一

起穿汉服出游，拍汉服写真。出国之后，她

发现在欧洲民族大融合的氛围之下，很多外

国学生都喜欢穿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于是

她也开始尝试穿汉服出门。

2023 年的中秋节，王梅突发奇想穿着汉

服上街，向比利时人介绍中国的汉服和中秋文

化。在路上，她遇到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

“她对汉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建议

她试穿一下。”王梅说，这是她第一次在大街

上邀请外国人试穿汉服。

“没想到她穿上效果特别好，即便没有做

完整的妆造也毫无违和感，她自己也特别喜

欢。”王梅用视频将这段奇妙的偶遇记录下来，

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吸引到了不少网友点赞，

并有不少人提出建议。

网友们的建议给了王梅一些灵感，一番精

心筹划之后，她的汉服小摊上街了。

为了吸引大家对汉服的兴趣，王梅在摊前

摆出一幅《簪花仕女图》，她就照着这幅传世

名画给来访女孩换汉服，并且做了全套的化妆

和造型，视频发出后，网友们纷纷惊叹道：“一

下子就变‘洋贵妃’！”

汉服变装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大家的关注和

点赞，这给了王梅巨大的信心和责任感，后来

一有时间，她就到街

头和景点邀请当地女

孩试穿汉服，除了唐

代服饰，她还给模特

试穿了宋代、明代等

朝代形制的服饰。每

次 摆 摊， 她 还 会展

示一幅相关朝代的仕

女图，照着图画给模

特换装造型，试图让

中国古代的妆容和服

饰文化穿越时空的距

离，在比利时的街头

呈现。

更多舞台，让中国汉服被世界看见

渐渐地，王梅的汉服小摊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很多当地人

听了介绍之后，给她留下名片，或

者记下她的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

邀请她为自己化妆做造型，或者想

通过她进一步了解汉服。

“后来，还有很多比利时当地的

景区和公共文化场所的负责人联系

我，希望我安排时间到他们那去摆

汉服小摊。”王梅说。

11月，王梅受邀参加了鲁汶大

学的亚洲文化节，并在那里举办了

一场汉服沙龙，不少女大学生提前

一周就在网上预约排队体验汉服妆

造，很多女孩换装之后，发现了自

己不一样的美。

“这个配饰叫什么？”“这是中国

哪个朝代的衣服？”“为什么中国古

代的男生也要梳发髻？”……在给

来访者做造型的时候，王梅还不时

要回答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

问题，并介绍各个朝代的文化习俗

和服饰妆面的讲究。

“每个妆面，每个发型都是有历

史故事的，比如花钿在春秋战国那

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后来，王梅索

性将自己所有形制的汉服都配上了

图片和文字，做妆造时，供大家取

阅，“希望他们不仅是欣赏汉服的

美，也能了解服饰背后的中华文化

底蕴”。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多年，

王梅一直奔走于策划很多有关中国

的文化、艺术在比利时的展览、讲

座等活动，但是真真切切走进民众

中间传播中华文化，于王梅而言又

是另外一种体验。

“以前在国外的街头，很多人看

到汉服觉得很美，而总把它错认成

其他国家的服饰，而现在，越来越

多人知道这是中国的传统服饰，这

是很大的变化。”王梅说，越来越

多华人爱上了穿汉服出行，她每次

分享汉服小摊的视频到社交平台

上，都会引来大家的点赞评论，一

片叫好声中，她觉得中国的汉服被

看见了。

而今，汉服小摊继续在塞纳河

畔的大陆上到处安营扎寨，向 999

个外国女孩“安利”汉服，让汉服

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是王梅的心

愿，也是王梅背后无数个汉服爱好

者的心声。

走上街头，外国朋友排队来体验汉服妆造

就这样，王梅的汉服小摊在比

利时开起来了。

有时是在公园，有时是在居民

区的广场，天气不好时，王梅便扎

营在商场里的空旷处……总之，汉

服小摊摆在哪里，哪里就排起长队。

在此之前，王梅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想要来尝试汉服造

型。

兴奋之余，一个人完成这么

多场汉服换装挑战并不是

一件轻松的工作。每次单

是做一套妆发和服饰搭

配就需要两个小时左

右，前期准备和后期扫

尾的时间更长。每次出

摊之前，王梅会至少提

前花两三天准备，研究不

同朝代汉服的形制，并挑选

相应的仕女图，跟着图画来学

习妆容和发型样式。

最令人犯难的是，很多汉

服在欧洲没有销售渠道，只能从国

内购买，从下单到邮寄要等很长时

间，有时候急用还要走空运，运费

自然十分昂贵。“最贵的一次，邮费

花了1800 元，比那套服饰的原价还

高。”王梅无奈又好笑地说。

但这并不耽误王梅在比利时继

续摆汉服小摊的热情。夏天时，她

会多准备一些唐制的裙子，布料轻

薄透气，颜色鲜艳美丽，很受大家

喜欢；冬季考虑到北欧寒冷的气候，

王梅加购了不少明制衣服，保暖又

不失美观。

有一次，一位比利时爸爸带着

女儿路过王梅的汉服摊前，女孩被

这些特别的衣服吸引，很想要尝试，

但却被爸爸严词拒绝了，看着女孩

依依不舍的样子，王梅主动上前去

尝试和女孩的爸爸交流。

聊天中，王梅了解到，原来，女

孩的妈妈是中国人，离婚后独自回

了中国，女孩和爸爸留在比利时。“他

说妻子离开时，女儿还很

小，几乎没有记忆，

他也从未和女儿讲

过有关中国的内

容，没想到女儿

看到汉服，竟然

神奇地被吸引过

来。”听完男人的

讲述，王梅也感叹

不已，“可能这就是

血脉的传承吧”。

后来，爸爸终于

同意了让女儿试穿

汉服，换装完成之后，男人也被惊

艳到了，感叹：“真的很像她妈妈

……”

王梅于是向男人介绍道，“这是

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中国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

服饰，各有其特色”。听到这些，这

位父亲则告诉王梅自己也曾是一个

少数民族的后代，但传到他这一代，

民族的文化和特色快消失了，他不

由得感慨：“中国真是一个很有包容

性的国家，有机会我要带女儿回中

国去看看。”

她在比利时摆摊，让外国姑娘变身“洋贵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图：受访者

不少外国女孩在王梅的汉服小摊上变身“洋贵妃”。

在 2023 年布鲁塞尔漫画节上，王梅给外国小女孩做汉服妆造。

王梅认真为来
访女孩做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