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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编年》：
郭熙志的平民挽歌

张世英：

让黑格尔能“说”中国话

宋佳：

片场，就是我的战场

11月19日是“世界哲学日”。2002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设定为世界
哲学日，以此弘扬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以及每种文
化和每个个体的成长中的不朽价值。今年教师节离
开我们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上个世
纪50年代至80年代，就研究黑格尔，让黑格尔能
“说”中国话，使国人易于接受；新世纪后，他创
立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我们用张世英先生的长女张晓嵋所写的悼念文
章，纪念这位百岁哲学家。

2020年教师节这天，我的父亲张世英平静而安
详地走了。他就这样轻轻地走过了100年，去了32
年前与母亲约定的地方。我独坐在父亲的房间里，
点上一柱香，凝望着他的遗像，泪如雨下。父亲生
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闪现在我脑际，如在眼前。

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父亲，非常喜欢西方古典
音乐。记得小时候，他有空就会带我去五道口剧场
听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和李德伦指挥的交响
音乐会。父亲热爱中西文化，融合中西文化，研究
中西文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中西文化与自我》
一书里。 （文汇报）

“潘晓霜很勇敢、很纯粹，具有女性美感和魅
力，我很容易理解她。”宋佳聊起新片《风平浪
静》中潘晓霜这一角色，难掩兴奋之情，“她是中
国大银幕上比较少见的女性形象，这个角色让我着
迷。”

从《好奇害死猫》《萧红》到《你是凶手》
《风平浪静》，出道近二十年，宋佳乐此不疲地活
跃在各类角色之间。

“我不觉得我有多拼，这些都是职业范围内应
该做的事，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作为演员，我们被
关注得太多了，得到的也太多了。我觉得好演员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只要你明白自己是一名演
员，热爱表演并且沉得住心，能保持住对待表演的
初心，那你一定会给观众带来好的角色、好的作
品。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简单随意的人，我想把自己
的能量和光芒都留给大银幕。我的高光时刻在片
场，那是我的战场。” （人民网）

20年间，郭熙志不断地从深圳折回到老家铜陵
大通渡口，拍摄他的同学、亲戚和邻居三个家庭，
见证他们在朴素日常里的悲欢。经剪辑后的三家片
子长达 8小时，加上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故
乡》，共同构成《渡口编年》系列。而经年的拍摄
与折返，最终成为生活本身。

1998年，140年没有停船的铜陵大通“清字
巷”渡口停渡了。运转了数年的集体企业铜陵县轮
船公司推行股份制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砸坏了渡
船玻璃，到经理办公室闹事。

在上海读研的文学青年郭熙志听到消息，返回
故乡铜陵大通，发觉乡邻和周遭变得陌生而激烈。
他敏锐地以个人身份拍摄下纪录片《渡口》。

《渡口》播出后，获中国纪录片短片竞赛金
奖并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拍摄并未就此中止。
郭熙志预感到时代的剧变，把视角锁定在他所熟
悉的周家、贺家和陶家这三个家庭，开始了长达20
年的拍摄。 （南方人物周刊）

思考“中国人该穿什么”的人

她是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表演服装、2014年北京APEC全球领导人服装主创设计师，也是央
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国宝守护人。她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设计和应用，她是楚艳。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 璇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
这是一座位于京郊的中式庭院，占地50

亩。有亭，有廊，有火晶柿子，一条木质小路
似宋锦般分开两片池塘，一半“误”入藕花深
处，一半花鸭无泥缓行。

谁能想到，这是一间服装设计工作室？
11月13日，记者叩门而入，观其作品，一

如楚艳其人，一脉相承的清丽与端庄。撷一缕
茶香，访谈的时光在罗衣搓捻间流淌，从午后
到夜幕低垂，意犹未尽。

汉服“复原”在山东进阶

“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恩和兴奋！被山
东博物馆邀请合作这样一个传承与创新项
目。”绣面芙蓉，温婉和善，身着青碧色系
“新中式服装”的楚艳，说到山东，眼睛都
亮了起来。

今年国庆节前，公众期待已久的“衣冠
大成——— 明代服饰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拉
开帷幕。开展当天，由“楚和听香”品牌创
始人、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楚艳带来的中国
传统服饰及创新设计展演，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穿越古今的服饰美学大秀：既有仿制复原
版“香色芝麻纱绣过肩蟒女长衫”“白色暗
花纱绣花鸟纹裙”和“蓝色暗花纱袍”，又
有创新设计的“十二色花鸟裙”，更有《韩
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和韩熙载从画中
“走”上了舞台，从观众的拍照留念和惊叹
声中可以感受到，这场秀无疑是成功的。

回忆合作过程，楚艳连称“幸运”。这些
年，她走遍敦煌、西安、新疆等地，一心为了
中国传统服饰的复原研究和艺术再现。从最
早敦煌壁画上的古代服饰平面图像、到3D立
体的西安博物馆的女陶俑，再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穿着唐代织物的木俑“小
人偶”，虽然复原研究对象不断升级，但因不
是实物，皆需大量考据和“脑补”，“直到这
次在山东见到实物，才真正摸到了‘复原’的
概念”。

明代服饰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是中国古
代服饰艺术的典范，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保
存不易，明代服饰存世量较少，且多为墓葬出
土，因时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出现面料
破损，颜料褪色等情况。

而孔府旧藏明代服饰作为历代衍圣公家族
妥善保存的服饰，实物大多保存完好、色彩鲜
艳，并且涉及明代不同时期，涵盖了朝服、公
服、常服、吉服、便服等服饰种类，堪称“半
部明代服饰史”。目前，大部分由山东博物馆
和孔子博物馆所藏，也使得山东成为国内乃至
世界明代服饰收藏的“领头羊”。

在复原合作中，楚艳对“香色芝麻纱绣过
肩蟒女长衫”一见钟情。“太惊艳了！虽然已
经过了600多年，仍然能清晰地欣赏到一种中
国的色彩审美。它的各种细节，非常打动我。
比如缝制的滚边特别细，配色之多又不张扬。
这般细腻的工艺在当代时装设计中是很难看到
的，需要慢慢去体会。”楚艳说。

这种美，仅通过图片是观察不到的，最典
型的就是“蓝色暗花纱袍”。从照片上乍一
看，形制平平无奇，但见到实物时，才发现它
“暗藏”一个花罗工艺。花罗的织造工艺特别
繁复和考究。从挑丝、泡丝、捻丝、打绘、穿
综、绘版到上机织造等多道工序精雕细琢，
“慢工才能出细活”这句话在花罗的身上表现
得淋漓尽致。“过去手工捻的纱线，粗细不均
匀，反而很生动，织出来有一种天然的质朴和
艺术感。”楚艳说。

因此，整个复原工作，对楚艳来说，既兴
奋又有压力。壁画可以发挥想象，依据实物却
含糊不得。为了尽可能还原实物，香色长衫的
图案就研究了一个月；花鸟裙的纯手工款至今
仍在紧张制作中，其间还多次向鲁绣大师请
教。“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古代服饰复原工
作，这一次是汉服复原的最高版本，也是难度
最大的一次，更是最棒的一次！在山东博物馆
和专家们的帮助下，这次合作让我更真实地体
会到中国服饰的匠心工艺。”楚艳说。

不仅是复原，楚艳还从“白色暗花纱绣花
鸟纹裙”中提取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设
计、制作出更符合当今审美的创新时装“十二
色花鸟裙”，实现了一次跨越600年的服饰美
学新连接。

左手复原，右手创新。这是一条利用古代
服饰研究，创新设计当代服饰的探索之路。楚
艳把它概括为“知来处，明去处”，与山东博
物馆的合作正是这一理念的映照。

从“不自知”到“自知自觉”

楚艳生长在历史氛围浓厚的西安。12岁生
日那天，她拿着零花钱到书店，买了一本叫
《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杂志。这是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本国际高端女性杂志。当她翻开杂
志，那些世界级时装大师的作品映入眼帘，给
年幼的楚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独特新颖的设计，充满质感的礼服，模特
精致的妆容，是她从未见过的。“我印象特别
深，就连模特的毛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它让我
觉得，世界上还有一个这么美好的职业。”楚
艳回忆。

从那一刻起，楚艳许下愿望，想要成为一
名服装设计师。后来，她考上了北京服装学

院，满怀热情与才华的她，在服装设计的世界
自由驰骋。

对于传统文化，楚艳一开始是“不自知”
的。“我们这一代服装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
的时装教育或者审美教育，其实一直在受西方
服装设计理念影响。每年纽约、巴黎、伦敦
以及米兰这四大国际服装周发布的几百场时
装秀，几乎主导了全世界的服装流行趋
势。”楚艳认为，多年来，时装的话语权一
直在西方，那么大部分中国服装设计师，包
括她自己，其实都曾经在这种强势的西方服饰
审美中迷失了。

一直到读研究生，楚艳在导师中国高级女
装设计权威李克瑜教授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逐
渐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产生兴趣，开始从中汲
取灵感，寻找创作资源。楚艳第一次穿旗袍，
就是在研究生期间自己设计、缝纫的。“不是
西式的裁剪方法，而是按照最传统的工艺，也
没有那么合体，但把东方女性的含蓄和优雅展
现出来，原来传统服装这样美”。

楚艳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硕士论文研
究课题确定为东方风格服饰的再创造，后来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次国际青年设计
师大赛拿到金奖，主题恰为“雅致中华”，
“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和肯定。”楚
艳说。

然而，这些远远不够。
楚艳至今还清楚记得奔赴日本拜访草木染

大师吉冈幸雄时的情景，“他坐下来和我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的这些技法都是一千多
年前跟中国人学的，只是我们一直保留到了现
在而已”。就是这句话，戳中了楚艳的心。日
本对大唐文化的景仰谦卑无须多言，但反观自
己，说起大唐文化时是否会充满自豪感。“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都不够，又何谈自信？”

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全中国最有大唐文化印
记城市的她，自小研习国画、书法，流连于博
物馆、碑林，对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并渗透在基
因里却不自知，自叹“身在福中不知福”！楚
艳想起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唐三彩摆件，甚至
一度觉得这是每个家庭的“标配”，“就跟陕
西家家都有的辣椒油一样，不觉得这个东西很
特殊”。

日本正仓院的许多宝物，都来源于中国
盛唐时期；就在楚艳远赴他国寻求天然染色
技艺之时，却被告知其起点根基就是大唐文
化。这让楚艳反思许久，她又一次觉得，中
国传统文化中“好东西太多了”，但同样不
可缺的是，用足够好的讲故事的方法来挖掘
它，传承它。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她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是中国设计崛
起的根基。我们这一代服装设计师，必须要有
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文化复兴跟我们是脱不
开干系的。”楚艳希望通过服饰在当下的传承
与创新，讲述中国古人在服饰审美和技艺上的
精彩故事，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找回曾
有的辉煌，创造更高的辉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文化自
觉自知。如何使用精湛的传统织染绣工艺、缝
纫工艺？图案寓意是什么？对服饰文化来说，
设计师对这些有清晰的了解和认知，才能够不
再“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为此，楚艳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虔诚般
工匠式的复原传统服饰。她说：“我们需要对
传统的服饰有个真正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
表面。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
找回中国的审美精神，找回中国的文化自
信，这样才有足够的创造力去开拓一个新的

衣冠王国时代。”
然而这并非易事，蕴含了千年的文化积

淀，岂是说复原就复原？
谈起敦煌莫高窟，很多人会想到那些精美

绝伦的壁画。但从8000幅壁画中复原传统服
饰，让人难以想象。为了深入了解，楚艳下足
了功夫。

她带领团队多次前往敦煌，考察、记录千
佛洞中的服饰，参考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
研究专家常沙娜上世纪80年代临摹的敦煌壁
画。遍查相关历史文献，考证服饰纺织品文物
对比研究。从酝酿创意到成衣，经历了无数次
修改和反复调整，整个团队夜以继日不断筛
选，细腻到每一个服饰花纹都要精致如画。

另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便是服饰的色
彩。这同样是楚艳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与当
代服装设计和时尚迷失于西方体系一样，当代
的色彩审美也是以西方色彩体系为中心。然
而，中国古代色彩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风雅，中
国气质的服装必须要有中国味道的色彩。

古人采用红花泡制红色染料的过程并不繁
琐——— 将带露水的红花摘回后，经“碓捣”成
浆后，加清水浸渍。再用布袋绞去黄色素（即
黄汁），浓汁中剩下的大部分已为红色素了，
之后用已发酸的酸粟或淘米水等酸汁冲洗，进
一步除去残留的黄色素，即可得到鲜红的红色
素。这种提取红花色素的方法，古人称之为
“杀花法”。早在丝绸之路时期，就传到日本
等国。

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传统色彩的研究
与应用明显滞后。“很多设计师在传统服饰的
创新设计中，涉及色彩时不知如何下手。究其
原因，除了对中国传统色彩本身所具有的文化
观念不够理解之外，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没有
一套清晰可见的传统色彩体系可供参考，传统
服饰色彩一直是碎片式地存在于各种已然褪了
色的古代图像、文物上面，包括也早已不被使
用的各种传统颜色的词汇，当这些陌生的颜色
词出现在眼前，也很难将之和某一种准确的色
相联系到一起。”楚艳的博士论文研究，试图
探索具有中国美学特征的色彩体系，建立可行
性路径和构建机制，这对设计师们重拾传统可
以提供良好的色彩来源与参考依据。

细查敦煌壁画上的色彩，主要取自有限的
几种天然颜料。楚艳专门向吉冈幸雄请教了相
关染色技术。又和团队远赴新疆，从采摘红花
开始实验各种染色技法。经过不断的尝试，终
于染出与敦煌色彩非常接近的颜色。

2018年9月，“绝色敦煌之夜”在敦煌大
剧院亮相。壁画成真，“复活”的服饰，惊艳
了中国。楚艳非常开心，“这不仅仅是一件衣
服，更是弥补了断层的文化残缺。只有让更多
的人关注传统服饰，才能让文化瑰宝觉醒，让
往昔的民族骄傲再次绽放光芒，这才是真正的
文化自信与传承。”

继承中的“取”与“舍”

历史已经成为泛黄的碎片，而楚艳要做
的，是把它们打磨后，镶嵌在当代生活中：既
能展现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和当代国人的民族
服饰风貌，又使其能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习
俗和穿着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2014年北京APEC
全球领导人服装主创设计师，楚艳进行了一次
积极的尝试、大胆的探索。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千年、种类繁多，
面对“APEC领导人服装”这一项目，最大的
难题是：设计的起点到底是什么？是以某一朝
代的服饰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某一民族的服饰
为依据？最终决定不拘泥于某一历史时期、某
一民族的服饰，而是试图融会贯通不同时期不

同民族的中国传统服饰，并寻根觅源地在几千
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探寻中国服饰的
文化基因。

2014年11月，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新中
式服装”一夜而红。楚艳大胆使用了始于隋
唐、盛于宋朝的传统丝绸面料宋锦，配合明清
时代的立领对襟款式和“海水江崖纹”纹样设
计，匠心独运地采取了西服的裁剪方式，将
“新中式服装”的下摆样式设计成了圆摆和直
摆两款，展现了中国服饰特征的融会贯通。

这在中国传统服饰上是一次创新的尝试，
也是楚艳职业生涯中一次全新的起点。

楚艳的创新探索从未停止。2017年，实施
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提出。楚艳思考，
中国人该穿什么，结婚时真的只能穿婚纱吗？
春节和端午节有没有更具文化特色的华美服
饰？如何通过服饰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她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两年前，“楚和听香”品牌接到第一例婚
礼服设计邀请，让楚艳很有兴致。这个婚礼中
的先生祖上好几辈移民海外，从小在海外长
大，是一位华裔。太太也在欧美文化教育中长
大。在接触环节，楚艳发现这位先生特别喜欢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但太太拒绝穿中式礼服，
“觉得很土，没穿过旗袍，只想穿婚纱”。
“我跟她慢慢沟通，让她试穿‘楚和听香’的
产品，当她穿上一件件蕴含中国特色又兼具国
际时尚元素时装，内心松动了，开始知道新中
式服装这么美。”楚艳说。

西式婚纱是全球流行主流婚纱，它的纯
洁、浪漫、优雅是全球女性公认，当然是很
好的选择。可作为一个中国新娘，婚纱的历
史渊源来自于西方宗教脉络，它跟中国文化
本身没有直接关联，但汉服婚礼服上面每一
个花纹，每一个装饰都带着美好的寓意和祝
福。最后，这位太太在试穿中国新娘装时，被
镜子里全新的自己征服了。“这是90后年轻人
带给我在中国传统服饰传承与创新之路上的激
励。”楚艳说。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艺术的能
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在继
承服装传统的时候同样存在取与舍的问题。楚
艳坚持取传统美学的精神韵味而舍一成不变的
传统形式，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西方
一些服装上的先进理念，比如结构设计、面料
织造、高科技的特殊工艺，创造新的中国式样
再现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如盐之于水，存
其咸味而无其踪迹。

所有工作可以概括为“连接”

10月28日晚，中国国际时装周主会场，
“楚和听香”以“行愿”为主题发布全新2021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作为压轴模特，在“国庆
70周年阅兵”上担任民兵领队的赵冰清，散发
出来的那种绚烂又平淡、宁静又活泼的气质，
传递出楚艳想表达的理念。

当全世界都即将度过曲折起伏的2020年
时，未来的生活是否会更加美好？“在本季设
计中，我们延续品牌对于传统文化于当代语境
下重新诠释的探索之旅，秉承着对于未来的思
考，心怀祈愿，从祥瑞纹样‘象’中汲取灵
感，传承延续几千年的吉祥意境以及太平愿
景。”楚艳说。

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意向和
符号：力大无穷，却性情温和；憨态可掬，又
诚实忠厚；沉稳可靠，能负重远行……自古便
被视作吉祥、力量、喜庆的象征。

自2011年起，听香、天物、如蓝、觉色、
观心、寻迹、观唐、开元以及本季的行愿，一
路走来，楚艳不断探讨中国未来“新中式服
装”生活美学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很高兴看
到，它的受众面和消费人群在不断扩大，从早
期集中在演艺界，包括导演、演员、艺术
家、文化人士等等，逐渐向其他的职业圈扩
散，越来越多的人对‘新中式服装’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也是一个值得等待的过程。楚艳希望自己所
做的事情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用楚艳的话来说，她当下所有工作都可以
概括为两个字：连接。连接传统与时尚，连接
东方与西方，连接艺术与个体的情感及内心感
受……

历史上的中国，即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连
接世界，贯通东西，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融
合。楚艳坚信未来中国仍将担当这一重要角色
和使命，从“来处”深挖，继而创新，“去
处”则通向人类的未来，世界的发展。

楚艳自身就是东西方文化连接的代表。从
2013年开始，楚艳启动天然植物染色技术与时
尚设计的结合，走访国内外相关领域，勘查新
疆、印度、日本等原料产地及手工艺人，沟通
上下游生产技术，成为天然染色领域的重要实
践者。

“我们要有前瞻性国际格局，才不会陷入
民族文化小圈子里”。近些年，楚艳经常作为
文化使者，被文化和旅游部派往其他国家巡讲
并举行时装秀，楚艳敏锐解读到其中信息：服
装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通用的交流语言。在
埃及，当她讲到唐代植物染料中所用的红花起
源于埃及，后经过古代波斯传入中国，瞬间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

“外国人可以穿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时装，我们也可以穿外国服装，或者把外国的
设计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去，文化就这样
交融起来了。”楚艳说。

（报道指导：王学文）

下图为2019年10月31日，中国
国际时装周，楚艳在楚和听香2020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开元”发布
会。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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