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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桂林公园，在古典韵味中生机勃勃。90后国风博主徐悦尔已

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里了——2022年，自小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她开启了拍摄传统生活方式短片计划，每一部短片的灵感都取自节气

或者传统节日，其中的“腊八”和“大雪”两部短片的取景地就是在桂林公

园。她在故事里融入诸多已被人们渐渐淡忘的习俗，还配上相关注解，让

习俗、景致与人物相融，尽显江南气息。

此次，徐悦尔的拍摄主题是“惊蛰”。“拍完这一

部，春天里6个节气的短片就全部完成了，目前，我

还剩下立夏、立秋、立冬这三个节气的短片还没有

拍，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也已经定下了今年

的目标，希望在年底前全部完成。”她说。

徐悦尔平日里一有空，就喜欢去逛上海的古典园

林，嘉定的秋霞圃、松江的广富林、青浦的曲水园……

这些地方的历史故事和建筑特色，她都了如指掌。

在四季更迭中，她感受自然之美与传统文化，这些

园林也成了她拍摄传统生活方式短片的绝佳取景

地，“惊蛰时节的江南，连呼吸都带着三分绿意。很

多人秋天来桂林公园赏桂，其实，这里初春的蜡梅

也别有一番风味。这次我还设置了喝茶的情节，四

教厅茶室的调性非常契合，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在

桂林公园拍摄，呈现‘第一眼春天’。”

短片的名字为《芳序才过惊蛰天》，取自张英的

《引退偶吟五首·其五》——小庭风月喜无边，芳序

才过惊蛰天。呈现的是一对姐妹，在惊蛰如何有仪

式感地度过平凡而美好的一天。“民间常以惊蛰为

候，又以春阴为采茶得时。”“惊蛰日以灰糁门外，免

虫蚁出。”“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留宿饭，须惊蛰

雷鸣，掷之屋上，令雷声远。”……这些描绘惊蛰的

典故，通过一帧帧的影像被具象化地展现了出来，

巧妙勾勒出“美好正在发生”的故事场景，为大家缓

缓铺陈开一张春日里的美丽画卷。

作为一个拥有近百套汉服的国风博主，徐悦尔

每次在妆造上都花费了格外多的心思。“这次服装

的配色也是以这个时节最为重要的三个颜色：草木

生长的绿、桃花绽放的粉和多汁香梨的黄，共同渲

染出春天的氛围。姐姐的服装是竖领斜襟大衫+桃

花比甲，妹妹的服装为竖领对襟窄袖衫+梅花比

甲，”徐悦尔说道，“其中，幅巾可以说是姐姐整套造

型里的点睛之笔，而妹妹比甲上面镶有的梅花珍

珠，也是明代人比较低调奢华的一种生活审美。”

相对于妆造的选择，道具的获取才最让徐悦尔

头疼——为了在节日或者节气当天上线短片，拍摄

工作往往需要提前至少两周，这就造成很多时候，

一些具有时令性的道具、景物还没有。就比如这

次，桃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可是在筹备期的

时候，在市面上一直没有觅到，“2月份的上海还是

非常冷的，桃花都还没有开呢，虽然已经有了仿真

花垫底，但是我们还是不‘死’心，到处找，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开拍的前一天终于买到了，虽然都还是

花骨朵，但是我们依旧感觉如获至宝。”徐悦尔回忆

道，“最让我欣喜的是，到了第二天正式拍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花骨朵居然绽放出了好几朵，呈现出了

非常好的状态——虽然娇弱，但是依然努力地绽

放，平凡又坚韧，在拍桃花特写镜头的时候，特别感

动，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吧，也希望可以把这些由

春天带来的独特感受传达给观众。”

据悉，《芳序才过惊蛰天》将于3月3日在B站、

小红书准时上线，与大家分享第一眼春天。

Q：拍摄这个系列的初衷是什么？

A：一开始，我是一名汉服爱好者，汉服是民族文化

的一种最直观的体现，穿上它会不自觉地更关注自己

的言行举止，于是便去了解了更多的传统礼仪、习俗、

艺术，看更多的书籍，跟着老师系统地学习古琴、汉舞、

点茶等，以丰富自己的内涵。我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

和艺术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它们是美的通感，更是

我们的生活方式本身。衣食住行就是我们的舞台。而

那种把平凡日子中的点滴都赋予仪式感和美的精神感

染了我，过去普通人的物质基础、娱乐项目其实并不如

现在丰富，然而他们能把握每个细节，过得更有趣、更

充满希望，习俗中蕴含的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勤

劳改变生活的踏实。久而久之，就想通过一个综合的

方式，将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来，所以就开始

了短片的创作。在拍摄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

断学习和精进，目前一共形成了3种不同的方式来说

好二十四节气的故事。

我国地域辽阔、时代悠久，在不同的地区、时期，习

俗还会有所不同，所以目前，我主要做的都是江南地区

的，每一次开拍前，都要查阅大量文献，反复考证，以确

保这些内容的“真”。另外一方面的“真”，体现在呈现

上：即便是一晃而过的道具，我也会去细抠。比如，拍

“白露”的时候，有一个习俗是喝“十样白”，它是浙江温

州地区的一种特色药膳。当时，为了还原它的那个汤

色，我把十样药材集齐后又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去炖了

鸡汤，虽然在短片里，它也就是一个一闪而过的环节，

但觉得非常值得。

Q：今年除了二十四节气之外，还有别的创作计划吗？

A：是的，有好几个其他系列的短片也在同时进行

中，比如“穿着汉服做1000件事”系列、“带我的外国朋

友体验汉服”系列、“中国十大雅事”系列、“我在某个时

代穿什么”系列……都是通过不同的切入点，来讲述、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我还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带大家

看到更多的中国景色。在我之前的短片里，衣、食方面

已经体现得很多了，但是住、行方面相对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会穿着汉服去到更多的地方，把旅行和文化更

好地结合在一起，去体验更多不同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