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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朴庄重的鼓乐响起，上千名两岸汉服爱好
者组成 32个主题方阵，在浙江西塘古镇内展开巡游。
汉之庄重、唐之华美、宋之清雅、明之端丽……汉服爱
好者们迤逦行来，仿佛从历史的长廊中走出，每一套
服饰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共同交织成流动的风景。

“汉服文化周连续举办 12 届，起初参加活动的
很多是大学生，随着时间推移，亲子汉服群体开始
出现，汉服活动从个人兴趣逐渐拓展为家庭式的参
与。”汉服文化周发起人、台湾知名作词人方文山对
记者说，年轻父母会帮小朋友准备汉服，比如飞鱼
服或者马面裙，全家一起来参加活动，汉服也成为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话题。孩子从小耳濡目染，
感受传统服饰之美，这是很好的现象。

展现服饰之美

汉服文化周自 2013 年起在西塘举办，集中呈
现中华传统服饰和礼仪文化，累计吸引上百万汉服
及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

第十二届西塘汉服文化周近日如约而至，为期
三天两夜的活动中，除了浩浩荡荡的“朝代嘉年
华”巡游，以 《西游记》 为蓝本的情景剧、四时风
物裙幄游园会、园林实景汉服走秀、“国学好好玩”
课程等也同时亮相。华灯初上，汉服爱好者手持非
遗花灯，行走在西塘各处。抬头仰望，1000 架无人
机腾空而起，带来一场场结合汉服元素的灯光秀，
恍若夜空中璀璨星河。

“我大二时在学校成立汉服社，从第一届开始，
我年年不落地参加汉服文化周活动，从最初参与箭
阵表演，到后来担任情景剧编导。”大陆青年演员黄
旭飞告诉记者，今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很受
欢迎，他特意为本届活动创作了西游题材的剧本，与
两岸 30多名汉服爱好者一同演出。

今年 2 月，汉服文化周展演团队 40 余人首度赴
台，与台湾的汉服爱好者进行交流。“在桃园灯会中，
我们带来一系列汉服表演，我编排了一出轻喜剧，讲
述爱好汉服的台湾年轻人一不留神穿越到明朝的故
事，带领台湾观众了解有关礼仪、服饰、器具方面的
小知识，由台湾汉服爱好者文欢担任主演，台下观众
看得十分投入。”黄旭飞说。

“我妈妈是东北人，爸爸是桃园人。我很喜欢桃
园灯会，每年只要在台湾，我都会天天去游玩。”台湾
青年朱伊萌告诉记者，她从小在台湾读书，大学毕业
后来到大陆工作，如今是演员和歌手。本届汉服文化
周中，她和大陆青年演员合作表演歌曲串烧，也参与
情景剧等演出，还为活动创作古风藏头歌曲《余章》
并拍摄 MV，换了许多套汉服，感觉非常过瘾。

“受影视剧影响，我从小对汉服感兴趣，这次
演唱了台湾音乐人方文山、周杰伦、黄雨勋这些年
为西塘汉服文化周所创作的中国风歌曲，我也写过
两首古风歌曲，其中 《余章》 即将发行，希望传递
传统文化之美。”朱伊萌说。

开启集体“穿越”

汉服文化周期间，西塘古镇内目之所及，有身
穿汉服的老人，也有精心打扮的婴儿，不穿汉服者
反倒成了少数。有年轻的母亲带着读初中的女儿、
10 个月大的儿子从苏州前来，一家人都是汉服装
扮。古镇热门妆造店家在活动开幕当天，从凌晨 4
时忙到晚上 8时，迎来超过 40名客人。

“汉服文化的载体，主要是服装和造型。每个

朝代的服装形制有所不同，造型也不一样，可以从
中直观地了解到汉服文化的传承。”汉服文化周妆
造组组长顾晓颖对记者说，在活动中，她接触到许
多优秀的汉服爱好者，也有来自台湾的汉服达人，
大家会一起交流对汉服妆造的理解。

“从第五、六届开始，就有台湾青年参与汉服文
化周，最近两年更有台湾青年方阵参与开幕式巡游
展演。我接触汉服有七八年时间，最早是跟随台湾布
袋戏剧团来汉服文化周表演，看到西塘古镇内很多
人身穿汉服，画面非常美，我被汉服之美深深吸引，
开始钻研相关知识和妆造。”文欢对记者说。

“我喜欢戏曲，从小看歌仔戏和布袋戏，后来也
迷上了京剧，还在台湾跟京剧老师学习戏曲化妆和身
段。”身为化妆师的文欢，对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兴
趣。除了在大陆阆中、上海、厦门等地参与汉服交流
和走秀，她还在两岸学习茶艺、射箭、传统糕点制作
等。“我在大陆学习茶艺，很巧的是老师也来自台湾，
他在福建开设课程，我跟着学习大约有两年时间。传
统技艺的学习，再加上参加各种交流活动，算起来我
每年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都在大陆。”文欢说。

融入日常生活

活动举办前夕，受台风影响连日降雨，令汉服
展演彩排和游客赴约难度陡增，但不少汉服爱好者
仍冒雨前来，在古镇中相会。“大家虽然都是未曾
谋面的网友，但见面后似乎变成了无话不谈的老

友。相约在茶馆的朋友们，从汉服形制聊到布料裁
剪，从传统文化聊到妆造发型，完全不用担心冷
场。一杯热茶让我们从萧瑟的秋雨中，体验到江南
烟雨的朦胧之美。参与汉服展演的伙伴们，在风雨
中坚持排练，这一切都是出于热爱。”开幕式首仪
仗马队成员王万德对记者说。

“汉服是很好的载体，与中国很多传统非遗技
艺都能够完美结合在一起。‘国学好好玩’课程中，
草木染、通草花、制扇等都能与汉服结合。随着汉
服为更多人所喜爱，也带动很多传统非遗技艺共同
蓬勃发展。”扬州市古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晓松
告诉记者，他是福建人，从小随父母来扬州生活，
中学开始学习古琴，大学时接触汉服，从第七届开
始在汉服文化周担任古琴教习。“礼乐射御书数”
是君子六艺，弹奏古琴有助于修身养性。

“我师承广陵琴家唐迺扬先生，有台湾同门师
弟同在扬州，他在当地创业生活十几年，我们经常
会进行古琴方面的交流。师弟的工作室专门面向在
扬州经商的台胞开过一期古琴班，有接近 20 个学
员。”吴晓松说。

“汉服文化推广经历 10 多年，接下来应该会更
加融入生活。从前，汉服穿戴集中在汉服文化周活动
以及七夕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中。穿上汉
服，就有了节庆的仪式感。希望汉服穿戴的仪式感，
能够走入日常生活，比如几个小伙伴在闲暇时，出门
拍照、野餐、社交等穿上汉服，而不仅停留在节庆的
阶段，这样影响会更加广泛。”方文山说。

相约西塘，两岸汉服爱好者梦回千年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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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雷蕾） 两岸 （川渝） 青
年 就 业 创 业 发 展 交 流 会 （以 下 简 称

“交流会”） 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8
个台青创业项目现场签约，447 家在川
两 岸 企 业 发 布 4901 个 台 青 实 习 就 业
岗位。

此次交流会以“蓉通两岸·逐梦
天府”为主题，吸引 80 余名岛内台青、
100 余名在川台湾大学生和近 50 名大
陆 其 他 省 份 台 青 以 及 不 少 大 陆 青 年
参加。

四川省台办主任刘晓晨介绍，交
流会期间首次举办了四川“百企千岗”
台青专场招聘会，提供岗位涉及优势
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包括可靠性分
析高级工程师、外汇资金经理等优质
职位，年薪最高可达 70 万元。当前，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
大战略机遇交汇叠加，四川诚邀台湾
青年抓住机会，绽放青春风采。

“成都有家的感觉，是一个融合了
美食美景、历史文化、现代商业以及
尖端科技的地方。”台青熊仕杰在会上
分享了在蓉创业心得，邀请更多台青
来蓉发展事业，拥抱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广阔大市场。

“在这里扎根 13 年，我切身享受到
了居住证、社保、公积金等政策红利，
也亲历了四川的高速发展。”台青翁义
喜是成都女婿，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
的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
看，抓住这里的发展机遇。

在成都创立轻食餐饮品牌的台青
巫彤认为，让成都与台湾的饮食文化
碰撞融合，不仅仅是餐饮上的创新，
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种体现。“大陆
资源丰富，机遇很多，创业环境和政
策支持越来越完善，能让每个怀抱梦
想的年轻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舞台。”她说。

交流会现场，“两岸十城”台青创
业联盟发布联合倡议，来自成都、广
州、武汉、泉州和台北、台中、金门、
新竹、苗栗、新北的 10 名台青代表表
示，将多向岛内台青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感悟，让更
多台青了解大陆，与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

此次交流会为期 6 天，除开幕式和四川“百企千岗”
台青专场招聘会外，台青台生还参与了第十一届蓉台青
年创新创业发展项目路演赛以及四川、重庆台湾青创园
和企业考察交流及文旅参访等活动，切身感受巴蜀文化
魅力，体验双城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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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青专场招聘会现场。 四川省台办供图  

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称为“东方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被誉为“足
尖上的艺术”，而香港被视为东西方文
化交汇之地。这一系列元素的碰撞，
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结晶？

由香港芭蕾舞团 （港芭） 改编创
作的大型芭蕾舞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演
出结束时，全场观众报以长久热烈的
掌声和欢呼，向主创人员致意。

这是梁祝故事首度以芭蕾舞剧形
式登上香港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场古
今交融、中西合璧的视听盛宴。

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可谓家喻
户晓，据此创作的戏曲、音乐、电影
等艺术版本不计其数。

来自美国的港芭艺术总监卫承天
第一次听到 《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就
被打动了，并认定这是一个“很棒的
舞剧题材”。驻团编舞家胡颂威与妻子
麦静雯接下了创作任务。

“很有压力，因为这个故事太经
典，观众已经看过太多的改编版本。”
胡颂威说，为了用现代的手法来讲好
这个故事，他们保留了草堂结拜、同
窗三载、十八相送等经典桥段和旋律。
在保留故事内核同时，力求在“舞”
的呈现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作为港芭成立 45 周年舞季的重头

大戏，《梁山伯与祝英台》 主创队伍集
结了港澳和内地多位艺术家。除了胡
颂威与麦静雯联合编导，奥斯卡金像
奖获奖设计师叶锦添担任舞美设计，
内地青年作曲家田汨以 《梁山伯与祝
英台小提琴协奏曲》 为蓝本创作全新
乐章，并由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
指挥廖国敏率团现场演奏。

首演现场，观众区座无虚席。“我
看哭了好几次。”市民马小姐说，“芭
蕾舞的呈现和中式元素的融入很高级，
超出预期。”

胡颂威与麦静雯都曾是中国舞出
身的舞者。在此剧的编创中，他们一
展所长，大胆尝试将传统中国舞元素
与芭蕾舞相结合。

一群穿着白色芭蕾舞裙的姑娘们
踮起脚尖，以纯正的芭蕾舞步穿行在
身着书生长衫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间。
这段描述他们同窗三载时光流逝的段
落，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剧中母亲教导祝英台女子传统礼
仪的一段，则完全交由中国舞表现。

“中国舞的身体韵律讲究的是‘含、
沉、腆、移’等，这段如果用芭蕾舞
中的‘直、立、挺’来表现，中国韵
味就很难呈现。”麦静雯说。

港芭的芭蕾舞者来自世界各地，
不少人是第一次接触中国舞，他们觉
得“很新鲜很喜欢，但很难”。

港芭首席舞蹈员兼舞团导师成萱
担纲女一号，她曾出演过国内外两个
版本的朱丽叶，这是第一次饰演祝英
台。“我们脚下的动作还是古典芭蕾
舞，上身加了很多有中国舞古典身韵
的东西。中国舞讲究呼吸气韵，很多
力量是由内而外的。”成萱觉得这种结
合非常有启发，“学习和吸收中国舞的
长处和技巧，会让芭蕾舞演员塑造人
物的能力更强”。

舞台上，12 道中式屏风构建了一
个既具东方意境又简约现代的故事空
间，梁祝二人在这里相识、相知、相
恋直至化蝶相守。“要通过屏风移动形
成舞台节奏，同时屏风在移动时还要
与其上的多媒体投影严丝合缝，每一
个环节都要非常严谨。”叶锦添说，通
过这种虚实相间的转换，营造一个富
有戏剧性、流动着诗意的舞台世界，

“这是很现代的一种表达”。
此次传统戏服与芭蕾舞衣合一的

设计也令观众眼前一亮。“我把腰线抬
高，因为芭蕾舞有很多踢得很高的腿
部动作，跳起舞来会非常舒展和飘逸，
但还要保留古装的中国味道。”

“用芭蕾舞诠释中国故事，我一直
在探索还有什么可能性。”叶锦添说，

“穿梭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我觉得很
有意思。”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敏）  

“足尖上的梁祝”在香港起舞
宝岛台湾出产的诸

多茶叶中，高山乌龙以
醇厚清芬闻名遐迩，其
茶园大多集中在台湾岛
中南部山区。眼下，当
地 逐 渐 进 入 冬 茶 采 收
期。图为茶工在嘉义县
阿里山乡采摘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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