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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节的礼物季

和世界杯我

美好生活 从“衣”开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增进
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身在
服装行业，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运用
苏州特色，引领美好生活，传递传统
美学。”江苏省群众文化学会苏派旗
袍艺术专委会主任、苏州绣娘丝绸有
限公司董事长戚秋兰说。于是，由江
苏广电集团和江苏省群众文化学会主
办，江苏省群众文化学会苏派旗袍艺
术专委会和荔枝青山学院承办的江苏
省首届苏派旗袍风采大赛应运而生。

“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性的美，
它能将女性贤淑、典雅、柔美、妩
媚、高贵的气质和风韵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是任何服饰乃至洋装都无法替
代的。而作为旗袍四大派别之一的苏
派旗袍，则是将苏州悠久的丝绸文化
和精湛的织绣艺术集于一身，是最具
江南雅致生活特色的文化符号，更是
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
戚秋兰说，为此，她特意为大赛构思
了一句口号——“打造高品质生活，
我为苏派旗袍代言”。

戚秋兰介绍，苏派旗袍传承至
今，其爱好者的热衷度始终不减。比
如江苏很多事业型的女性，家里都会
备有多件旗袍，她们会在一些重要的
社交场合，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的苏派旗袍惊艳亮相。再比如一些婚
庆现场，从新娘嫁衣到敬酒服再到亲
子装，苏派旗袍备受青睐，已经成为
中式婚礼必不可少的“见证者”。

“ 我 为 苏 派 旗 袍 代 言 ， 这 个
‘我’字不仅适用于这些旗袍爱好
者，同样可以延展到身边的每一位女
性。所以，这次风采大赛活动并非只
是上台走秀，而是要打造更沉浸式的
体验感，凸显场景设置和主题性特
色，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戚秋兰
说，这场活动既是为旗袍爱好者搭建
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更是为想要探寻
旗袍世界的女性打开的一扇窗。为
此，他们在设置至尊组、红颜雅韵组
和花样年华组等组别外，以场景化的
形式，增加了学生组、家庭组，彰显
大赛的新颖和独特性，充分展示苏派
旗袍佳丽的自信风采。

不少家庭参与者的亮相，让戚秋
兰一度眼前一亮。“这正是我所期盼
的，让青少年认识到中国服饰文化的
精神所在，通过穿在身上的视觉美，

引发内心的喜欢和向往，进而开始了解
其文化底蕴，并愿意在更多场合一展苏
派旗袍的魅力。”

与时俱进 焕发活力

身为苏派旗袍第四代传承人，戚秋
兰从4岁起便跟在母亲身边，接受着润
物细无声的“启蒙教育”，看母亲做盘
扣、绣旗袍，为每一位女性量身定制她
的专属“战袍”。

“和其他派别的旗袍相比，苏派旗
袍的特色不可替代，它具备几个‘灵
魂’要素：苏料、苏绣、苏艺、苏
作。”戚秋兰说，苏派旗袍的选料与众
不同，苏州丝绸自古闻名遐迩，在古代
很多苏州丝绸作为皇宫御用。其次，苏
派旗袍的制作工艺独特，其精、细、雅
致和内敛，充分体现苏作苏艺的匠心独
运。“再者，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
首，又与苏作苏艺完美融合，其魅力无
与伦比。”

传承了上百年的苏派旗袍，有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如今，伴随着时
代发展，苏派旗袍也在与时俱进。“我
们的设计团队会不断探索创新，比如，
从色彩板块上，去了解预判国际流行
色；在材质上，去研究丝绸面料的肌理
和质感，如今，我们已小有所成，已将
绫罗绸缎这四种面料进行博采众长，制
成了一款新型面料，并申请了国家专
利；在工艺上，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
时，我们也要去创新，例如从平针到用
丝线做滚针等。”戚秋兰介绍，甚至结
合当下互联网时代特色，他们也可以数
据化定制旗袍，客户可以随时跟进制作

环节，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当下年轻人追求‘国潮’，更激励

我们将‘国潮’元素融入旗袍设计中，
将古法和现代工艺结合，创作出更加符
合时代审美的产品，打造出更加充满青
春气息的改良型旗袍，让苏派旗袍始终
呈现一种时代的活力。”戚秋兰说。

坚守初心 助力申遗

“传承的路很长，路再长，都长不
过我们手里的绣花针。作为织绣世家，
始创于1896年的绣娘丝绸，已是百年
老字号品牌。如今，我们仍然坚持手工
刺绣，做有温度的苏派旗袍。”戚秋兰
笑着说，作为传承人，这既是她的情怀
所在、事业所在，更是责任所在。

但戚秋兰坦言，自己也有遗憾，具
有如此深厚底蕴的苏派旗袍，如今仍未
申报为非遗项目。“在传承方面，我们
一直在不断努力，多次组织各类与苏派
旗袍传承相关的活动，如每年参加苏州
丝绸博览会，江南丝绸旅游节，参加各
类服饰大赛等。本次大赛的举办，也是
想为苏派旗袍申遗打个前站，申遗的书
面申请如今已递交给苏州市文广旅局非
遗办，我们也希望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
关心和支持，早日申遗成功。”

“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戚秋兰
说，自己有一个大胆且美好的梦想，“我
想把苏派旗袍做大做强，做成苏州的城
市文化符号，再做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文
化符号。在我心中，这是培根铸魂的工
程，是文化自信的彰显，更是将传播中
国文化落到实处。我为苏派旗袍代言，
这是我的承诺，我会为此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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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辞旧迎新的脚步临近，国内
服装市场再现“国潮风”。“大展宏
兔”“兔飞猛进”等农历兔年的“潮
词”“潮画”出现在服饰上；一些国
际奢侈品牌的服饰也纷纷推出中国风
产品，迎合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国潮”的风行，特别是受到中
国年轻群体的喜爱，对于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
席吴海燕来说，是欣喜和乐见的。

“‘国潮’流行起来，也就是这
几年的事儿。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服饰界受日本动漫影响较大，扮
装 （cosplay） 者非常多。后来，欧
美奢侈品进入中国消费者视野，又相
当程度上影响到服饰潮流。那时候，
社会普遍对传统中国文化重视不够，
也少有人意识到，传统文化可以大规

模运用到服装潮流中去。”吴海燕坦
言，自己曾经“很着急”。特别是
1993年，她将敦煌的文化艺术融入
设计中，一举在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中
夺得金奖后，更是清醒地认识到，

“传统活化、设计转化，形成我们东
方的范式，这样的设计才会得到更大
的尊重和鼓励。”

在中国美院工作的吴海燕一边呼
吁、一边实践，带领学科专业团队获

“国家社科类重大课题立项——东方
设计学理论与体系建构”的同时，也
不停地尝试着推动传统文化在服饰领
域的回归。期间，吴海燕也是多有

“着急”。她回忆，2012年时，她参
与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一场百年旗
袍回顾的文化活动，没想到引起一场
舆论的纷争。“当时生活里穿旗袍的

人很少，多数声音认为，旗袍代表的
是底层、落后；当然，也有一部分声
音是支持的，呼吁旗袍回归应有的时
尚、品质、地位。”好在，遇到传统
文化复兴的好时代，文化自信深入人
心，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旗袍
热”，很多地方成立了“旗袍会”。虽
然，个别旗袍会缺乏文化导向，乃至
出现一些审美误区，但旗袍总算重新
回归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与“着急”相伴的，更多
的是“欣喜”：2001年，吴海燕首次
牵头在杭州西湖边举行了“东方丝
国”大型时装专场，其中的传统文化
元素大放光芒，时装秀与杭州西湖亮
灯后的夜晚，一起受到国内国外时尚
界的广泛认同；2004年拍摄的电视
剧《神雕侠侣》中，她为小龙女等主

要剧中人物设计的古装带动了社会上一
些少年男女的效仿……

更加令吴海燕欣喜的是，“这几
年，年轻人上来了，那种文化自信没法
阻止”。

吴海燕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杭州
的朋友纷纷向她反映，西湖边经常会出
现一些“小仙女”。他们身着汉服，飘
飘欲仙，或者举办一些活动，或者就在
那里散步，非常漂亮。“‘国潮’风不
知不觉流行起来，被年轻人追捧。据
说，一些生产传统服饰的企业规模已经
相当大。”吴海燕感慨地说，“年轻人的
热爱，是文化自信的最根本表现。但目
前来看，希望更多的‘国潮’风能够不
仅限于表演、娱乐，而是有品质有审美
地走进日常老百姓的生活中。”

“我认为，对于服饰界来说，努力
做到‘传统活化、设计转换、东方范
式’，才能让‘国潮’越走越远。”吴
海燕说，此外，也希望喜欢“国潮”
的年轻人更多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要多进行基础性
研究，使更多的传统文化符号走入日
常的衣食住行，共同推动“国潮”走
向“国际潮”。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吴海燕：

乐见“国潮”走向“国际潮”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十一月底的北京，傍晚的
气温已经接近零度。但大学校
园的课余，足球场上总有追逐
皮球的身影——世界杯到来之
际，怎么能不挥洒自己的
青春？

看，这一场，为了向球友
展示自己的主队，“球员”们
不惜将薄薄的球衣套在了卫衣
甚至毛衣外面，虽然看上去有
些臃肿，但是“贝克汉姆”

“内马尔”们的盘带可一点不
含糊。马赛回旋，彩虹过人，
每一次足弓触球“嘭”的声
响，每一次进球后各“Siu”
的庆祝，都是世界杯的味道，
都是青春的气息。

有些遗憾，疫情的困扰，
让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球迷的

“现场观赛梦”化为泡影，甚
至没有了大电视、大投影下群
体观赛的热络。但对足球的热
爱，始终没有改变。宿舍内，
哥几个围着一台电脑呐喊、撸
串；方便快捷的抖音平台转
播，让更多人随时随地加入盛
会；足球游戏的“战队”里，
各路“死忠”为主队加油打气
着……

热爱可经岁月。没有人永
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

不知不觉中，新冠肺炎疫
情时代第一批大学生崇拜的球
星渐渐从“叔叔辈”变成了

“弟弟辈”；我们目睹了足球技
术与规则的发展，比如VAR
的使用以及换人数量的调整；
我们见证了梅西和C罗的巅峰
与迟暮，也见证了姆巴佩、贝
林厄姆们的横空出世。我的舍
友小乔说，作为阿根廷球迷，
他对自己的偶像梅西满怀期待
与不舍，因为这是梅西的最后
一届世界杯，更是绝佳的夺冠
机会。而在首场爆冷不敌沙特
的比赛后，只有20岁的小乔
对着我连连摇头叹息：“我的
青春结束了。”

小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梅西和足球早已成了他生命
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从小观看
梅西的球赛，学习梅西的技术
和踢法，更为梅西的成长经历
所激励。世界杯开幕前的一个
月，小乔在一场球赛中遭受重
伤，左腿交叉韧带断裂，医生
告诉他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踢
球了。但是小乔没有消沉，他
常常和我说，梅西早年间饱受
身体缺陷困扰，但凭借顽强的
意志，克服困难走向了成功。
小乔说，无论以后还能不能踢
球，他都会保持对足球的热

爱，对生活的热爱。
虽然在阿根廷输球时感慨

“青春结束”，虽然偶像梅西离退
役越来越近，但是小乔心里其实
明白，他的青春刚刚开始，他的
奋斗之路还很远。因为热爱本身
就是青春的力量。每一个朝气蓬
勃的青年都有热爱，而这种热爱
不需要任何理由。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巴西、
德国、阿根廷这样的夺冠热门球
队，很多“小球队”也有热情的
粉丝。我的另一位舍友阿锴今年
上半年曾前往丹麦交换留学，也
因此成了丹麦国家队的球迷。他
说，虽然只有不到600万人口，
但丹麦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足球
强国，常年高居世界前十。凭借
硬朗的踢法，丹麦人屡获佳绩，
曾于30年前斩获欧洲杯，也在
欧洲国家联赛上连胜世界冠军法
国队。他多次告诉我，这支“小
球队”有着世界上最热情的球
迷，对他们来说，足球就是国家
第一运动，承载着国家的激情和
希望。在去年的欧洲杯比赛中，
丹麦队当家球星埃里克森心脏骤
停，多亏队友的及时反应以及后
期的积极治疗，意志顽强的埃里
克森重新回到热爱的绿茵场，在
今年的世界杯中再次出战。在全
世界的球迷心目中，他和丹麦队
都成为足球乃至体育精神的典
范。阿锴说，也正是这种热爱的
力量，激励着自己“元气满
满”、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这或许正是足球与世界杯的
意义。

11月23日，疫情冲击着学
校的防线，凛冽的寒风中，校园
有些寂静，焦虑与不安多多少少
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突然，一
阵欢呼从男生宿舍中爆发而来，
甚至女生宿舍也传来了回声：日
本队进球了，2:1领先德国队！
那一刻，朋友圈刷屏，都在为以
弱胜强的日本队喝彩；那一刻，
足球的意义在于战胜困难的勇
气、迎接明天的希望和对生活的
热爱！

生活的光谱本身就有多种颜
色，生命的旅程也从不平坦，就
像足球与世界杯，有憾负，有惨
败，有绝杀，更有淘汰。正是失
败后不曾变质的热爱与希望，使
得世界杯一届届延续下来，为无
数球迷带来欢乐，激励着无数人
勇敢地面对生活、战胜困难。我
想，这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也是
生命的意义。

疫情年代，大学生依旧热爱
世界杯；因为，大学生永远热爱
生活。

大学生，依旧热爱世界杯
赵子衿

本报讯 （记者 王惠兵）
11月27日晚，福建省第十七
届运动会在南平开幕。开幕式
以“简约、安全、精彩”为理
念，以“福”文化为主线，分
为“福见武夷”“福聚南平”

“福泽八闽”“福健律动”“福
满未来”五个篇章，全面展示
福建、南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本届省运
会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福建举办
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
体育盛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
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如今，福建全省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 2.41平
方米，城乡居民体质合格率达
91.9%，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本届省运会以“青春省运、
山水武夷”为主题，共设置青少
年部、社会俱乐部、群众部、行
业部、大学生部等5个部，由来
自全省约2.3万名运动员一同角
逐 80 个大项、1307 个小项比
赛。其中，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对
接奥运会、全运会，在青少年部
比赛中设置29个大项，608个小
项，力求更多地发掘和培育全省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新增设的社
会俱乐部12个项目，则利用竞
赛杠杆作用，推动学校体育向
社会延伸发展。

福建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南平开幕
如果冬天有味道，那我的冬天一定

是红菜苔味的。
红菜苔是我家乡湖北冬天的一种应

季蔬菜。其色紫红、花金黄，因可多次
采收，三五天就能收获一茬，红菜苔也
是我们冬天的主打菜。

红菜苔做法很简单。将新鲜红菜苔
清洗后，随手折成小段，放少许油，加
入两个干红辣椒，倒入红菜苔，大火爆
炒，放少许盐，等红菜苔全身披上油亮
亮的外衣，便可出锅了。虽然做法简
单，调料很少，但这一盘红菜苔却很清
脆、鲜甜，尤其是下霜之后的红菜苔，
更加鲜甜无比。

来北京后，红菜苔就成了我冬天里
的惦念。近20年前，北京的菜市场几
乎看不到红菜苔的身影。每当秋风紧
了，天气冷了，那份想念就不由得涌上
心头，实在想念得紧时，我总是约上友
人，上湖北菜馆点上一盘大快朵颐。大
概几年前，当我首次在家门口菜市场意
外发现红菜苔时，果断买下好几把，有

阿姨许是见我买得多好奇，便凑过来询
问：“这是什么菜呀，怎么做呀？”可见
当时北方人对红菜苔的陌生。

每年春节回家乡，我们的餐桌上一
定是要有红菜苔的。久违的味道，也正

是家的味道。有时是清炒红菜苔，有时
是腊肉炒红菜苔，只要吃上这盘菜，就
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

我还特别喜欢去菜地摘菜苔，那是
耄耋之年的爷爷亲手栽种的。爷爷坚持
要保留自己的菜园子，孩子们拗不过，
就在家门口开垦出一块。记得有一次下

雪，我拎着篮子去摘菜苔，却被眼前的
一幕震惊了。一垄垄菜地被厚厚的白雪
覆盖，但一根根红菜苔却傲然挺立着，
傲霜斗雪的原来不止梅花呀！我扒开
雪，一根根摘下菜苔，虽双手冻得冰

凉，心里却暖暖的。“下雪也不怕，咱
自己地里就有，你们回来了，吃个新
鲜，多好。”看着我拎着一篮子红菜苔
回来，爷爷笑着说。我突然意识到，红
菜苔那挺拔的身姿或许也是证明爷爷的
良苦用心吧。春节后离家，家乡的亲人
总是为我们准备各种特产，而我们别的

不拿，只装了满满一行李箱爷爷种的红
菜苔。

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
续了3个冬天，我们也已经3年没能回家
乡过年。去年春节，弟弟从老家发来快
递，拆开一看，竟是几捆新鲜的红菜苔，
还有两块腊肉。腊肉炒红菜苔，有了这道
菜，就像回家乡过年了一样。

这个冬天，受疫情形势影响，我们不
得不深居简出。前几日，母亲下楼买菜，
回来时满脸欣喜，原来她竟在小区菜店买
到了几把湖北的红菜苔。当天中午，我们
便迫不及待地炒了一盘。“红菜苔，我最
爱吃了。”女儿大口吃着，从小在北京长
大的她，竟也十分爱吃这盘红菜苔。晚
上，母亲本想做个醋溜白菜换换口味，在
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红菜苔再次被端上我
们的餐桌。

爷爷今年已经93岁了，听说仍然固
执地操持着门口那块菜地。天越来越冷，
地里的红菜苔应该正一茬茬地长大，盼着
我们回去了吧。

红菜苔味的冬天
纪娟丽

身着苏派旗袍、穿梭于苏州园林间，她们或温婉、或优雅、或古典，婀娜娉婷的身姿在
快门声中一一“定格”，留住当下最美的瞬间。近日，江苏省首届苏派旗袍风采大赛在苏州
拉开帷幕，在参赛选手们的一颦一笑、一步一行间，美好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激战正酣，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卡塔尔
世界杯的相关商品也受到广大球迷的青睐。图为在北京街头，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为原型的巨型“足球”装置吸引
路人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风新国潮追

戚秋兰和母亲一同刺绣戚秋兰和母亲一同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