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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 10时 30分，在西安北
站 2站台上，随着G828次列车缓缓
停靠站台，身着传统汉服的工作人
员与进港列车乘务员以汉礼相遇的
温馨场景，正式拉开了“汉赋唐诗耀
古今 文化交融高铁行”2025年“高
铁流动博物馆”暑期专题文化活动
的帷幕。

据了解，这次活动由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安铁路局）联合汉景帝阳陵博
物院共同举办，旨在以高铁为纽
带，弘扬陕西千年文脉，为暑运旅
途增添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让旅
客在出行时也能感受中华文明的
璀璨光芒。

活动伊始，暖场情景剧《汉风唐
韵》以穿越时空对话的方式惊艳开
场：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工作人员身
着汉服，以庄重的汉礼迎宾；列车乘
务员则以标准的服务礼仪优雅回
应，古典与现代的礼仪碰撞，瞬间点
燃了现场氛围。

随后，由动车队演绎的“李白”
与“王维”翩然登场，二人以诗为
媒，细述长安名胜。还有两位乘务
员身着华服，以灵动身姿再现唐代
名舞《霓裳羽衣舞》，现场掌声与惊
叹声此起彼伏。

步入该列车 13 号车厢，一场
“穿越千年的文化奇旅”也在同步展

开。只见车厢内，汉景帝阳陵博物
院的文创展品与历史图文展板错
落陈列，厚重的历史气息与高铁的
现代质感交织，旅客王女士感慨地
说：“在这里仿佛一抬眼就能看到
汉代市井的烟火，一转身又能触摸
到盛唐的月光，这种文化沉浸感实
在太奇妙了。”

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带来的
“冠笄之礼·承韵启新——传统成人
礼仪”体验区，庄严的仪式迅速成为
焦点：旅客换上汉服，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束发加冠、插笄行礼。

一位参与体验的大学生激动地
说：“今天通过亲手完成这些传统仪
式，才真正体会到‘礼仪之大，谓之
夏’的深意。”

与此同时，“汉韵茶香”体验区
又飘出袅袅茶香——结合汉阳陵出
土的世界上最早茶叶文物，旅客在
此品茗论道，在茶盏间感受千年茶
文化的醇厚底蕴。活动尾声，汉景
帝阳陵博物院工作人员宣布汉阳陵
针对中高考学生的免票政策，瞬间
引发一片欢呼。

西安铁路局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主题活动季将持续至暑运结束，
西安铁路局计划于7月22日（大暑）
和8月29日（七夕）再度推出文化专
场活动，打造更多新颖的高铁文化
体验。

高铁上的“行走博物馆”
本报全媒体记者 牟影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青）7月 4日，满
载日用百货、陶瓷制品等货品的X9043次中
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启程驶向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标志着中欧班列（西安）今年累计
开行超 3000列，较 2024年提前 40天突破这
一关口，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
稳居全国前列。

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中亚国家农业合作
持续深化，哈萨克斯坦发往西安国际港的饲
料小麦粉近10万吨、面粉和小麦超1万吨、食
用油1万余吨。

据悉，随着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于
6月 10日正式投入运营，实现了从“点对点”
向“枢纽对枢纽”的运输升级。截至目前，依
托该码头已顺利开行西安至哈萨克斯坦国
际货运班列 19列，累计承运货物 908车，为
深化中哈经贸合作、畅通中欧班列西通道注
入新动能。

为优化中欧班列（西安）物流服务，西安
铁路局物流中心在西安国际港营业部精选 8
名业务骨干，组建“丝路青锋”班列班组，统筹
客户服务、运输组织等核心业务，构建全链条
闭环服务模式。推行“一人对接、一线服务、
一站解决”机制，前移服务关口，打造“有温
度、有效率、有口碑”的物流品牌。

为提升开行质量，西安铁路局依托铁路
95306网站、货运生产作业与管控平台，整合
货运生产作业、安全监控、营销管理等核心数
据，搭建智能化系统。该系统能根据预判作
业冲突和安全风险，优化装卸流程。

此外，西安国际港站充分发挥南北货场门禁系统“前
哨岗”作用，通过 5306程序实现货主预约进出园区，司机
可导航直达目的地，提升园区运输效率。

截至 6月，智能档口、防护信号等设施与智能装卸机
具联动，构建起“1+3+N”智能化应用体系，实现作业监
控、货位管理等功能，为班列高效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中
欧
班
列
（
西
安
）
今
年
开
行
超
三
千
列

7月1日，在西安市碑林区文艺南路，烈
日下的行人脚步匆匆，只为尽快避开灼热的
暑气。而在街边的旗袍定制店铺内，却是另
一番悠然景象：有人怀揣着对古典美的向往
前来定制旗袍；有人满心期待地来取成衣；
还有人被店里展示的旗袍深深吸引，驻足欣
赏传统服饰的美妙。

坚守手工技艺

在文艺南路这条手工定制旗袍店聚集
的街道上，来自安徽的冯师傅，是众多手工
制作旗袍师傅的一个代表。已在西安服装
定制行业深耕三十载的他，自幼跟随师傅学
艺，从笨拙地拿针到行云流水般完成各种裁
剪与缝制，岁月的磨砺让他的手艺愈发炉火
纯青，对旗袍的风格样式也有着独到见解和
精准把控。

性格腼腆的冯师傅谦虚地说：“其实我
的手艺很一般。”但案台上摆放整齐的剪刀、
顶针和一摞摞画满裁剪线的纸样，无不体现
着他的严谨和细致。冯师傅说：“手工定制
旗袍的美在于‘合身’，差一厘米都不行。”

在这里，每一件旗袍都要历经选料、量
体、裁剪、缝制、盘扣等20余道工序，制作周
期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缝制过程中，师傅对
每一针、每一线都精益求精，细密均匀的针
脚显示着他们高超的手艺。尤其是在处理
领口、袖口和开衩这些细节部位时，更是对
技艺和经验的考校，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

传播旗袍魅力

在另一家旗袍定制店里，记者见到了来
取成衣的李晓春。即将和家人前往日本旅
游的她，在行程确定后，特意来到文艺南路，
定制了一件以墨绿色真丝为面料、绣着水墨

竹纹的精美旗袍。
当天，李晓春精心化了古典妆容，缓缓

穿上旗袍，瞬间优雅气质扑面而来。她对着
镜子自信微笑，眼神中满是骄傲：“我要把中
国风展现给外国人，这一针一线绣出的，是
中国千年的文化底蕴。”

“去年12月，一名新西兰留学生要回国
了，专程过来量身定制了一件旗袍，最近才
给她把快递发过去，前天打电话给我说旗袍
收到了，很合适、很开心。”老板娘汪香茹回
忆道。很多外国友人因朋友或同事穿过定
制旗袍慕名而来，师傅精心缝制的旗袍做好
后，她们穿上身的效果都很理想。

无论是李晓春穿着旗袍展示中国风，还
是外国留学生因喜爱而定制，一件件手工旗
袍走出国门，以优雅的姿态讲述着中国故
事，让各国人民感受到手工定制旗袍的独特
魅力与深厚内涵。

焕发传统新彩

记者在冯师傅工作的店里看到，康女士
姐妹两这次定制了贡缎绵绸和香云纱真丝
两款旗袍，老板刚把成衣取下来，姐妹二人
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在镜子前左照右看，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姐姐激动地说：“手
工缝制的就是不一样，比成衣更有灵魂。每
一针都仿佛注入了温度，穿在身上感觉自己
整体气质都不一样了。”她的妹妹也在一旁
连连点头：“是啊，这线条、这做工，完全贴合
我的身形，太满意了。”两人还计划着下次定
制改良款，尝试短款旗袍。

汪香茹的女儿周紫瑜，正在准备接手父
母经营的这家店。1997年出生的她在大学
毕业后，设计的几款旗袍花色很受同龄人
喜欢。从此，便开始自己设计旗袍，后来还

到韩国专门学习色彩与设计，回来后立志
要将旗袍定制做得更精细，并将苏绣、京绣
等非遗技艺融入旗袍制作，让旗袍成为“行
走的艺术品”。

“和我同是 90后的顾客王依琳是一位
传统文化爱好者，她定制了一件玫瑰花的旗
袍。在与她沟通的过程中，根据她的喜好，
我调整了花朵刺绣的走向。”周紫瑜回忆着，

“依琳拿到旗袍后，爱不释手，表示‘这件旗
袍就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艺术品’。”对于顾
客的肯定，周紫瑜非常开心。

记者连日走访多家店铺发现，如今的手
工定制旗袍，面料从绵绸到真丝，价位从几
十元到几百元，工艺从简单到复杂的手工刺
绣，工费也从一百多到一千多不等……旗袍
的花色和改良款更人性化，供消费者选择空
间更多了，因此赢得了更多消费者而走红。

汪香茹一边整理着手中的订单，一边笑
着说：“眼下手工定制旗袍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青睐，今年我家的订单从过完年就开始陆
续增加，6月份起订单都在排队，总体比往
年多了很多。”

7月 2日清晨，当整座城市
还在慢慢苏醒，位于西安勿幕
门里城墙下的小南门早市已
是一片热闹景象。油茶麻花
的热气升腾，摊主的吆喝声、
案板的切剁声与顾客的交谈
声交织，奏响了一曲悦耳的
生活交响乐。更引人注目的
是，长枪短炮般林立的自媒体
设备——手机支架、专业摄像
机，主播们正在用镜头记录古
城的烟火气息。

暑期来临，西安依旧凭借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
八方游客。小南门早市，这个
曾经只有老西安人熟悉的“烟
火角落”，如今已成为顶流打
卡地，催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早市经济链”。在这背后，是
城市文化与数字经济的深度
融合，更是传统与现代的精彩
碰撞。

7 月 5 日，在今年新
开放的西安市人民体育
场人防纳凉中心内，市民
在这里看书、聊天，有的
带着孩子进行体育运动，
或是学习人防知识，这里
成为西安市民又一避暑
好去处。

近日，西安市各人防
纳凉中心纷纷向市民免
费开放，除了西安市人民
体育场人防纳凉中心，还
有纬二街、安东街人防纳
凉中心这两个“老地方”，
中心内保持 26 摄氏度，
为市民提供无线网络、热
水、电视报刊、桌椅等便
利服务。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 摄影报道

合身的美 非遗的美 文化的美

手工定制旗袍缘何受青睐
文/图 本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海英

走，到防空洞里去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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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20分，抖音主播秦人小龙将镜头对准肉夹馍
摊位。老板张师傅的腊汁肉在老汤里焖煮了一整晚，
肥瘦相间，独特的肉香仿佛能透过镜头四散出去，引
得网友垂涎。肉夹馍这一传统美食，在主播的镜头下
焕发新生，成为吸引游客的“美食磁石”。

不远处，卖甑糕的李阿姨被围得水泄不通。主播
晶晶蹲在摊前，手机对准热气腾腾的甑糕锅，“宝子们
看这蜜枣，红得透亮，糯米和芸豆蒸得黏糊糊，一口甜
到心里。”晶晶卖力地介绍着。这道源自宫廷的御膳，

如今在网络推动下成为网红美食。摊主张青海感慨：
“主播一来，甑糕成‘网红’了。”

在卖宫廷香酥牛肉饼的王哥摊位前，游客排起了
长队。“尝尝刚出炉的，外酥里嫩。”他热情推荐，“来西
安得吃羊肉泡馍、biangbiang面，逛兵马俑，看《长恨
歌》，不懂问我，保准不踩坑。”旁边的主播感慨：“这就
是西安的热情，有美食，更有人情味！”

从传统叫卖到网络直播，美食的传播方式虽然在
日新月异地变化，但西安味道和好客热情始终如一。

美食传播激活流量热度

↑→市民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人防纳凉中心
打乒乓球，以及聊天休息。

市民在安东街人防纳凉中心避暑。

“听本地朋友说，早市才是西安美食的灵魂。”上
海游客陈姐放下行李箱，就带着孩子冲到胡辣汤摊位
前。“抖音上刷到主播凌晨 5点来排队，就想凑这热
闹。”一口胡辣汤下肚，她的眼睛一下亮了：“这味儿真
地道，怪不得都说‘要吃西安味，得来小南门’。”

粉汤羊血摊前，来自杭州的历史系学生小王正举
着手机直播：“这道美食起源可追溯至唐代。据史料
记载，唐代宫廷宴席上就有以羊杂为原料制作的菜
肴，而粉汤羊血正是在民间对羊杂充分利用的基础上
逐渐演变而来。在明清时期，因其价格实惠、营养丰
富，深受普通百姓喜爱，逐渐成为西安特色小吃的代
表之一。”他的解说引得直播间观众纷纷点赞：“这才
是真正的美食文化课。”

在镜糕摊位，五彩的米糕插着竹签，正等待顾客
前来品尝。摊主王婶一边制作一边说：“每个颜色代
表一种美好寓意，红色是鸿运当头，黄色是金玉满
堂。”来自广东的游客小林恍然大悟，“原来小小的镜
糕里，藏着这么多文化密码。”

一对分别来自温州和哈尔滨的小情侣挤到粉汤
羊血摊前，手机还在播放着小红书上的早市vlog。“我
们是在抖音上认识西安的。”男生笑着说，这里的美食
既有历史底蕴，又藏着烟火惊喜。甑糕、油茶麻花、肘
子夹馍，吃了就忘不了。

卖茉莉豆浆的阿姨称，凡是从网络上刷到视频后
专程来西安的顾客，她总会多撒几朵茉莉，“得让花香
飘进屏幕里，吸引他们下次再来”。

舌尖邂逅开启文化探寻

对老西安人来说，早市是一天的开场白。天刚
亮，叫卖声漫过青石板路：“新鲜蔬菜便宜卖咯”“刚摘
的葡萄甜得很”……这里不只有碳水盛宴，蔬菜、水
果、日用杂货、虫鸟花草等应有尽有，像一个浓缩的生
活博物馆。

晨练老人提着菜篮子慢悠悠地逛着，走累了就在
城墙根下晒太阳、聊天，“城墙漫步”是刻在骨子里的情
怀，脚踩千年青砖，耳听早市喧嚣，日子扎实又鲜活。

很多人认识小南门早市源于电视剧《装
台》，张嘉益饰演的刁大顺心急火燎地吃完胡辣

汤，骑车穿过城墙门洞的镜头，让熟悉西安的人一眼
认出这是小南门。后来，游客循着剧中美食而来，品
尝粉汤羊血的香辣、肉丸胡辣汤的醇厚、裤带面的筋
道、炸油糕的香甜……感受老西安的美食味道。

5年前直播兴起，让更多人实现“云逛早市”，成就
小南门的“流量密码”。从一碗油茶麻花到一场接一场
的网络直播，小南门早市在烟火与流量交织中书写
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新故事。当阳光漫过城墙，早
市收歇，但故事仍在继续，城墙根下的烟火
气，永远为热爱生活的人升腾。

烟火传承延续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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