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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尚拥抱世界
□ 本报记者 郑 娜

◎墙内看花

张艺谋演出了

什么新观念
□ 文 纳

亚洲时尚影响力渐强

今年 2 月，在纽约时装周上，一场
名为“Asia Fashion Collection”（亚洲时
尚专场） 的秀吸引了无数眼光。参与本
场大秀的 7 个时尚品牌分别来自香港、
台北和日本、韩国等亚洲的不同地区和
国家。亚洲年轻设计师新颖别样的设计
赢得业界高度的评价与赞赏。

这是纽约时装周第 4 次举办亚洲时
尚专场。同样的，在伦敦时装周、米兰
时装周、巴黎时装周上，亚洲设计师正
在不断涌现，特别是中国设计师，渐渐
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近年来，中国时尚产业蓬勃发
展，得益于中国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也
得益于行业自身努力。经济的稳健增长
与强大的消费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最
活跃的时尚市场。中国时尚产业正在以

开放的国际视野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
与设计的力量，同时期待着与各国时尚
产业的对话与合作。”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表示。

为了增进对话与合作，2003年，中
国、日本、韩国三国的有关协会共同组
建了亚洲时尚联合会，后来又逐渐扩大
成为包括新加坡、泰国、越南在内的时
尚联合体。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几个国
家，不断发掘合作点，促进时尚信息共
享，积极传递亚洲时尚声音，为亚洲国
家的生活文化交流和振兴亚洲时尚付出
不懈努力。

迫切需要加强合作

今年是时隔7年后，亚洲时尚联合会
再度聚首中国。与7年前相比，随着个性
化、多元化、绿色化等消费浪潮的到来，
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的

出现，世界时尚产业、亚洲时尚产业、中
国时尚产业都在发生裂变，亚洲各国间
的交流与合作显得更加迫切。

“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让亚洲时
尚能够在世界上刮起一阵新风。”亚洲
时 尚 联 合 会 韩 国 委 员 会 主 席 元 大 渊
说。他希望亚洲的设计师、艺术家能够
更多地交流彼此的理念，从中获得更新
更好的灵感，让全世界知道亚洲时尚产
业在网络和现实当中，有如何令人惊异
的潜力。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互联网发展速
度令世界瞩目。依托互联网，时尚产
业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天猫女装行业
运营专家王冬一表示，如今消费者利
用互联网可以多维度、多方向、多渠
道地感受时尚，这个时尚不仅是传统
定义上时装周带来的时尚，更多的是

一种生活的主张。这些年，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偏向于小众的品牌，有设计
感的品牌，有情感表达的品牌。这就
是接下来的趋势，时尚会更加要求有
自我的主张和表达。

在这种趋势下，亚洲设计如何拥抱
世界？韩国设计师芮兰芝认为，欧洲有
很多时尚元素，其实亚洲也有。现在很
多西方的设计师对东方的文化非常感
兴趣，他们认为从东方的文化当中可以
吸取非常多的灵感。亚洲设计师应该
对自己有自信。越南设计师哈灵邱表
示，亚洲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应该要从这些历史文化中创造出有
特色的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宣扬亚洲特
色。中国设计师郭培认为，设计师应该
有根无界，吸收我们自身文化的根，打
破国家的界，这样才能蓬勃成长。

拉 维·香 卡 (Ravi Shanker 1920—
2012) 是将印度弹拨乐器西塔琴推向西
方乃至推向全世界的功臣他是我崇
拜的偶像之一我对拉维有极大尊敬
不仅因为他对印度音乐和西塔琴（Si-
tar）这件乐器的贡献更因为他是激励
我把中国琵琶介绍给世界的启发者和鼓
舞者我和他还是同一家艺术经纪公司
的签约艺术家巧的是我们是同一位经
纪人再说近些我和他住在加州同一
个城市好吧再近一些我们住在同
一个区甚至共用一家邮局……命运有
时就是那么奇妙

拉维在音乐上的天赋早在他少年时
期便已经显现出来。10岁的他跟随哥哥
的印度舞蹈剧团，登上过纽约卡内基音
乐厅、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这个舞蹈
剧团当时名气很响，赢得了西方各国艺
术家们的赞赏和钦佩。拉维和他的家族

在欧美长期居住巡演，使得他们认识了
小提琴家海飞兹、指挥家托斯卡尼尼、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爵士乐小号家阿姆
斯壮等艺术名人。

较早受艺术的熏陶，加上超凡的音
乐才华、不倦的学习热情和与生俱来的

求知欲，拉维终于成为一位
卓越的音乐大师。他在继承
传统技巧的基础上，对西塔
琴演奏进行大胆创新，使这

种古老的乐器再次焕发青春。1960 年，
他在西方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蒙
特利音乐节上亮相，并且和英国摇滚乐
队“披头士”，尤其是吉他手乔治·哈里
森合作，使得西方的摇滚吉他新一代借
鉴西塔琴演奏技巧进入了一个新的层
次。此后，无数音乐人将拉维视为欧美
之外放眼“世界”的音乐代言人。60年
代初，正值美国越战期间，当年许多反
战争或经历了战争的嬉皮士们为寻找心
灵修复，开始仰望东方，而印度音乐文
化此时开始渗入西方，包括瑜伽、印度
古典音乐风靡了几代西方人，拉维是此
中的关键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拉维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首次访问中国，来到我的母
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人对他陌生，也
不熟悉印度音乐，更不知道他的艺术成
就。我抱着对印度音乐的好奇心走进小
礼堂听了他的演奏。之后，他的音乐和
西塔琴就像着魔般地留在我脑海里。第
二次再见，他已是 80 多岁老人。在芝加
哥音乐会后台休息室我们两代人一见
如故，回忆起 80 年代初的那次北京之
行、中国印象、中国的琵琶和印度西塔
琴……我们相约在他有生之年要合作一
次。可惜还没来得及，2012 年 12 月 11
日，拉维在美国加州去世，享年 92岁。

拉维身上有太多光环：印度音乐伟
大使者、印度音乐教父、西塔琴大师。他
还是印度上院议员、慈善家、作家，获得法
国“最高平民奖”、英国“荣誉爵士”及15个
荣誉博士学位。一位乐器演奏家能被世
人如此追随必有他个人的贡献和价值。

家乡的记忆是什么？在孩子眼里，就是奶奶剪的窗
花、妈妈用的蓝印花布包袱皮、爷爷喝的老酒、爸爸心
爱的青花瓷瓶，还有过年贴的年画、春天放飞的风筝、
憨态可掬的泥人儿和有趣的皮影与木偶……

日前，“寻找家乡记忆”为主题的传统艺术新媒体交
互传播展在北京开幕。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地中小学、幼
儿园孩子及老师创作的2000余件民间艺术作品，有来自
大连的纸扎中国龙、贵州的傩戏面具和银饰、北京的泥
塑和风筝、吉林的满族刺绣、天津的版画、河北的皮
影、南通的印花布等。除了实物外，展览还通过数字技
术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展示，用高科技手段将实物展示
与虚拟展示融为一体。

用虚拟现实 （VR） 科技手段，将南通“蓝印花布博
物馆”全景搬到现场的展示，最受观众欢迎。观众可以
通过VR技术，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体验蓝印花布制
作技艺的过程，也可以在动漫游戏中，亲身感受蓝印花
布艺术纹样数字拼图的乐趣。

通过沙画来创作传统艺术造型，也深受小观众的喜
爱。在光与电的几何交汇下，观众可以用沙画创作出形
象生动、快速变换的沙画民间剪纸、京剧脸谱、风筝等
艺术形态。这一创新性的大胆尝试，不仅为古老的民间
艺术赋予新生命，也为中小学传统艺术教育提供了新思
路。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来表达孩子们对家乡记忆
的理解，对民间艺术的追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展览指导老师刘茜表示。据她介绍，为了更好地普
及与传承传统文化，此次展览还特邀凤翔木板年画、贵
州蜡染等非遗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省级传承人现
场制作、解说和指导。展览期间正值中国文化遗产日，
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 （刘小青）

上 周 ， 张 艺 谋
的观念演出《对话：
寓言 2047》在国家大
剧院首演。作为有
影响力的导演，张艺
谋的每一次创作都
格外令人关注。除
了电影，他早年的实
景演出系列、重大活
动开闭幕式也在国
内外享有盛名。所
以，此次他的舞台作
品一亮相就吸引了
不少媒体的眼球。

《对话：寓言2047》是一部有诚意的舞台作
品。在“科技和人”的命题下，它集结了国际
优秀的科技团队，将激光、全息、互动视频等
当今舞台常用的新媒体技术与各种中国古老艺
术相融合，引入机械臂、无人机等很少在舞台
上表现的科技元素，呈现出一场极富视觉冲击
力的表演，很多单元的结合着实新颖而有趣，
甚至出人意料。

没有流于简单的混搭和感官享受，《对话：
寓言 2047》 努力让每个单元都蕴含深意，引人
思考。激光制造出的太虚幻境，是为了衬托修
行者的孤独与无奈；人工智能控制下，人类宛
若千年前的提线木偶；京剧 《三岔口》 里两个
人摸黑想看见对方却看不见，几十部 iPad 铺满
的人脸走来走去，麻木而没有彼此的交流……8
个单元的节目，看似独立，却又紧密关联。它
们共同指向的是对未来、对科技的怀疑与拷问。

看完演出后，不少观众给予好评，也有观
众觉得这样的节目对于张艺谋来说太“小儿
科”，有点类似节庆会展的晚会，没有表现出艺
术家非说不可的创作冲动。以张艺谋个人的艺
术造诣来说，观众难免对他有更高的要求。但
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演出确实给中国舞台带来
了一些新观念和尝试。特别是对于那些身怀传
统绝技的民间艺人和艺术家来说，他们感受到
了来自未来的关照，找到了与未来对话的可
能，这应该是这场演出的最大成功。

张艺谋舞台艺术的商业成功，其实是具有
启示性的。我们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艺
术家和商业的联姻，反而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携手，因为他们一旦能达成互相尊重，并且找
到双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同样有创造真诚和
深刻的可能。

2017 中国“6·21”国际乐器
演奏日近日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清音
台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一周
里，将有300多家单位在全国75个
城市上演 2000 余场音乐活动，近
百万人直接感受音乐的魅力。

“6·21”国际乐器演奏日又称
为夏至音乐节，1982年由法国人创
始，后遍及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750多个城市。中国从去年
开始向国际演奏日联盟申报，并组
织活动取得成功，得到国际组委会
的好评。2017 中国“6·21”国际乐
器演奏日由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
合作平台与北京乐器学会等单位联
合发起的。

开幕式音乐会上，先后上演了
北京乐器学会演奏乐团的器乐合奏

《井冈山上太阳红》、罗兰数字音乐
教育的爵士乐表演《打起手鼓唱起
歌》、迎春筝乐团的古筝演奏《沙漠
玫瑰》、丁笛演奏乐团的创新乐器丁
笛演奏《天路》、天津七弦琴院艺术
团的古琴合奏《普庵咒》、正辉京胡
环保乐队的京胡演奏 《智斗》、北
京国筝苑艺术团的古筝合奏《黎族
舞曲》等曲目。 （高 萍）

近日，文化类电视栏目悄然走红，
从中央电视台的 《中国诗词大会》 到黑
龙江卫视的 《见字如面》，从浙江卫视
的 《中华好故事》 到河北卫视 《中华好
家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以新面
貌在荧幕上焕发生机。

河北卫视《中华好家风》自2015年
1 月开播至今，以展示优秀家风为核心
理念，采用演播室和外景相结合的形
式，生动讲述了多个家族传承传统文化
的故事。通过平凡家庭的故事，生动展
示出传统文化与良好家风浑然天成、相
生相长的历史纵切面。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良好的
家风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生动、最直接、最
有效的载体。在 《中华好家风》 近几期
中华传承者特辑中，以北京评书、华阴
老腔、龙凤旗袍为主题，通过电视节目
的形式，将“家风”与传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做出详细解读和阐
发，无疑具有非常典型的示范意义。

比如最近一期的 《华阴老腔》，一
方面普及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阴老腔的传承，另一方面又从传承人
张喜民子承父业和兄友弟恭传承家戏的

角度讲述家风。两个方面的结合，既勾
勒出家族历史变迁趣事，又展现传统文
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家庭是联结社会的重要纽带，更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个家庭对于处
事伦理、修身治家的训导将以家风的形
式伴随人一生，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传统
文化延续至今的温情方式，勤俭、诚
信、孝道等等美德都是以文化遗产的形
式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历史和命运。

虽然时代在变化，各家的家风也不

尽相同，但我们会发现许多家风的内
涵，与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息息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是集国家、
社会、个人价值观之精髓的有机整合。

《中华好家风》 恰好传达出这种精
神，现代生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家
庭中的和谐与美好，永远是中国人心头
最温暖的牵系。而激活这些文化因子，
传承一种民族风范，需要每个家庭一代
又一代的接力延续。

近年来，在世界各大时装周上，
亚洲设计师不断涌现。许多国际顶级
品牌，也有越来越多的亚洲设计师担
纲创意总监。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
来自亚洲的时尚力量正日益为世界
所瞩目。为了进一步加强亚洲各国间
的交流与合作，由6个国家组成的亚洲
时尚联合会近日在中国举行联合会
议，共同探讨亚洲时尚的发展与未来。

河北卫视《中华好家风》

看传统文化古为今用
□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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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上科技的颜色

我与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
□ 吴 蛮

◎丝路音乐◎丝路音乐

75城举办国际乐器演奏日75城举办国际乐器演奏日

“翰墨情缘 碧海舒风”——2017年全国5
省舒体书法 8 人联展日前在山东青岛举行。
展览由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青岛市黄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
家青岛培训创作基地主办。本次展览共展出
鲁、豫、赣、陕、青5省的 8位舒体名家的舒
体作品 80余幅。同时，中国首届书协主席舒
同不同时期题签的 200 多本精品书刊也在现
场展出。 （胡 传）

舒体书法展在青岛举行舒体书法展在青岛举行

▲亚洲设计
师代表作品走秀

▲激光与古琴、舞蹈

▲拉维·香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