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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世间有个隐形的组织叫汉服复兴组，组员之间彼此

互称为同袍，共同从事着一项民间运动。为三百多年前被外夷

强行剥掉的衣服再次拾起，为被稀释的民族意识再度重建，这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一路有人相伴，所以并不孤单。”这是

一位汉服爱好者在博客里写下的文字。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当

下，合肥还有一群年轻人，执着于传统的汉服，用行动表达他们

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同袍”们对汉服的崇尚，已经被看

成是一场运动。不光是在校园，合肥汉

服圈的成员日益壮大，甚至有上班族在

日常生活中也穿着汉服，公开表达自己

对传统的喜爱。

2011年端午节当天，在省城逍遥津

公园内，合肥市汉服协会，以及安徽职业

技术学院纺织系民族风尚协会，分别组

织了祭祀屈原的活动。他们着汉服、行

周礼，进行了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

合肥市汉服协会的祭祀活动，对传

统文化的推广意味更浓。协会成员在公

园里挂起民俗、礼仪和汉服的有关介绍

等等。祭祀活动正式开始。第一个仪式

环节是“迎神”，之后是“献礼”、“饮福”、

“撤馔”、“送神”等等。他们将屈原的画

像摆到了祭桌前，随后开始“读祝”，跪拜

在屈原画像前，虔诚地诵读祭祀屈原的

祭文。随后，成员们集体行礼叩拜。

尽管眼下恢复传统着装已不现实，

但汉服圈成员的努力，对传播传统文化，

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上大学之前，马鞍山女孩宦芳青，

已经“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汉服。因为

对汉服的痴迷，她不但到处找汉服组织，

跟他们后面学习，参加各种活动，还专门

看书补充传统文化和汉服方面的知识。

2011 年 9 月，宦芳青考入合肥学

院。在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她

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汉服，还没有同类的

社团。于是，她自己申请成立了汉服社

团“汉宣社”，并通过了校团委的审批。

“最初社团只有6个人。”宦芳青对这

个数字略显失望。

事实上，别说是高校，整个社会对汉

服的关注度都极低。

宦芳青的办法是，通过活动加大对

传统着装文化的宣传。与此同时，她和

社员开始整理汉服知识的资料，散发传

单，增加宣传效果。几个月后，社团成员

增加到近200人。

如今，“汉宣社”的影响已经扩大到

了附近的辖区。通过参加社区活动，

“同袍”们的宣传已经深入到社区居民

当中。

大学生成立汉宣社

着汉服，行周礼

汉服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徽印象酒邀您一起品读
—始于1949年—

最近，一条关于“9个神秘商界圈子”的

帖子在网上热传。据说，中国的企业界大

佬们，正是通过这些圈子抱团取暖，实现商

业共赢的。尤其是民营企业，他们更需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加强合作。

当年，史玉柱因为巨人大厦项目失败，

欠下2亿巨债。后来，他所在的泰山会创始

人之一、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在关键时

刻拉了他一把，所以才有老史二次创业的

成功。

再后来，四通集团出现危机，在史玉柱

的鼎力相助下，成功实现了往保健品行业

的转型。如今，史玉柱“推位让国”，辞去了

巨人CEO，但商业巨头们的圈子还在，这些

圈子仍然在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圈子文化是人际关系的精髓，人们会

因为相同的职业、兴趣、追求甚至利益结成

各种各样的交际圈，在圈子中解决问题，寻

求共鸣，建立秩序。

圈子有很消极的一面，有时它代表小

团体主义，是拉帮结派者的乐园。晚唐的

“牛李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浙齐

楚）之争，都是加速朝代衰亡的哀歌。

不过，圈子并不总是关系家国天下，很

多时候，人们结成圈子，只不过为了某种爱

好或消遣。旅游爱好者，游戏爱好者，摄影

爱好者……人以类聚，独乐乐总是不如众

乐乐。

文化人的圈子，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流

派。安徽文坛历史上的“桐城派”，即一种

师承圈子和同乡圈子的合体。而晚清最重

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淮军，很大程度上，

也不过是江淮武人的圈子。

名人圈子未必都那么严肃。民国时

期，胡适与徐志摩、潘光旦等一批文化人，

时常相约搓麻将。胡适经常输得两袖清

风，方才罢休。

尽管适之先生后来在那篇有名的《麻

将》中痛斥：“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

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

业的吗？”不过他倒忘了自己在“长城伟业”

中为GDP做的贡献了。

圈子一旦涉及到地域之争，就立即变

得狭隘而野蛮。网络上，时常会有基于地

域差异的相互攻击。其实，说“河南人是骗

子”，“东北人是黑社会”等等，都是一些粗

暴无知的地域观念。

地域圈子积极的地方，通常表现在各

种老乡会中。中国人看重同乡情谊，同乡

之间的力量团结，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

重大影响。历史上徽商的形成壮大，就源

自同乡圈子内部的信任和互助。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分工的细化，各

种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圈子的形式也越来

越丰富。豆瓣的兴趣小组，百度的贴吧，微

博的粉丝团，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这

是一个圈子爆炸的时代。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

方，就有圈子。人的本性是害怕孤单的，

所以才有了亲友圈子，才会从家庭中走

出，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加入更多的社交

圈子。

海明威说，世界并不美好，但值得奋

斗。所以，我想说的是，混圈子，需要屏蔽

狭隘观念和功利思想，需要向圈内圈外传

递正能量。让我们通过圈子紧紧拥抱，并

肩奋斗。

在合肥，混圈子

相对于电视相亲节目，网络渠道交友要更早，

也更隐秘。与传统的婚姻介绍所不同，网络交友

成本少，选择的自由度也大，而且身份能够得到很

好的保密。

在合肥，流连于更大交友网站，试图通过网络

解决“被剩”问题的年轻人，并不少见。更直接的

做法，是借助QQ或其他聊天工具，通过单独约见，

或举行单身派对的形式，寻找交友机会。

虽然通过网恋成就美满婚姻的大有人在，但近

年来“网恋”骗局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对网络交友还

是持保留意见。倒是一些由媒体、企业举办的相亲

交友活动，受到了一些大龄单身男女的追捧。

网络交友成功率也许并不高，但对于参加交友

圈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拓展交际范围，增加社会接

触面的平台。特别是对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从封

闭的职业圈子中出来换换气，也没有什么坏处。

交友圈：
金风玉露，鹊桥相逢

秦观在《鹊桥仙》中，用“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来形容有情人的相会。现

实中的“金风”、“玉露”，为了寻找命中的另一

半，频频参加各种相亲交友活动，期待踏上鹊

桥，千里姻缘一线牵。而慢慢的，在合肥也形

成了一个特殊的、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友圈。

私密假面相亲会，是近年在合肥逐渐流行起

来的一种交友圈子。圈子成员通常来自一些企业

的高管，或写字楼的金领丽人，或事业单位的单身

贵族，戴着假面具，端着红酒杯促膝而谈，希望碰

出一丝火花。

据组织者介绍，参加这些相亲会的帅哥美女，

都是他们的圈中好友及好友的好友。如果没有接

到他们的邀请，将不能参加这个相亲会，更不允许

进入会场。

由于参加的人员有近百人，大家都不熟悉，为

了避免尴尬，组织者特意为每位参与者戴上了一

个面具，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交流起来才会更加

顺畅。

更重要的是，戴上面具后，就不会透露各自的

隐私，也不会在活动结束后，出现纠缠的问题，更

不用担心日后见面出现尴尬局面。而这种淡淡的

神秘，反而让彼此间的交流更加坦白和顺畅。当

活动结束后，大家摘下面具，陆续从几个门走出，

混入人流中后，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曾经

在一个会所中相过亲。

私密假面相亲会

网络渠道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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