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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年轻一代追捧

既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能融入日常
穿搭，“新中式”服装正受到年轻一代追捧。

“‘新中式’穿搭和传统节日的适配度太高了，
我在春节就选择了汉服作为‘拜年战袍’。”在北京就
读研究生的周同学说，“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新
中式’穿搭包含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既贴合传统节日
习俗，又非常喜气。”

眼下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游园赏春，“新中式”
穿搭与中式建筑相得益彰。有自媒体博主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她的故事：一天，她身着汉服在苏州拙政园游
玩，被一位外国小姐姐称赞很漂亮。那位外国小姐姐
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灿烂的阳光下，整个人儿仿佛
在发光。“那一刻，我感到更多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
在发光，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位博主在帖子
中称。

“新中式”新在哪里？“新中式”服装并没有全套
传统服饰那么隆重华丽，主打既保留传统特色，又时
尚实用。比如一些“新中式”服装中的花鸟、山水暗
纹融入得十分巧妙，这些精致的图案仅在阳光下若隐
若现，低调典雅，既能穿上出游，也能穿着上班。

来自福建的郑朝英，因喜爱的歌手在演出时穿汉
服，开始了解“新中式”穿搭。她说：“我上班的时候
穿过‘新中式’衬衫搭配裤子，或者是衬衫搭配马面
裙，感觉很合适。我也曾把有时尚设计感的旗袍作为

礼物送给朋友，她也很喜欢。”
直播间里，“新中式”服装的款式越来越多；朋友

圈中，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新中式”穿搭——在互
联网的飞速传播中，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
服饰历久弥新的魅力。来自辽宁的张女士就是在互联
网的影响下，开始尝试“新中式”穿搭。“我是被社交
媒体上的博主种草了‘新中式’，上身后觉得好美，款
式真的很适合中国人。”张女士说，她也会在互联网上
分享自己的“新中式”穿搭，收获不少关注和好评。

传统文化与时尚碰撞

从写意水墨，到梅兰竹菊；从旗袍、中山装到马
面裙，“新中式”服装设计元素多样，款式类型丰富，将深
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融入“日用而不觉”的日常穿搭中。

以马面裙这一极具辨识度的服装为例，其前后共
有4个裙门，系带围合腰部，视觉上给人一种“飞流直
下”的美感。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学者孟晖介绍，
马面裙最初的基本裙式出现在宋代，成熟的马面裙形
成于明代，是明代女服最具特色的服饰之一，马面裙
一直延续至 20世纪初期，采用各种吉祥纹样装饰，是
历史悠久的一种服饰。可以说，马面裙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和历史文化沉淀才形成现在的面貌。而时下的马
面裙，在保留优雅挺拔造型的同时，对传统设计进行
了改良，例如增加拉链、暗扣和口袋等，或是通过改
良面料组织和压褶工艺，使马面裙可机洗，更加适合
现代人的日常穿着，同时也降低了洗护方面的隐形经
济成本。

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之一，也是“新中式”服
装的典型代表。旗袍线条优美，剪裁修身，在凸显身
形的同时，承载着浓郁的文化底蕴。如今，旗袍在保
留经典设计的基础上，融入时尚元素，例如加上泡泡
袖、使用蕾丝面料等，使其更加符合当代审美。

除了传统服装样式，不少传统面料也重回大众视
野，例如香云纱。香云纱本名“莨纱”，因穿上时会发
出“沙沙”响声，因此又名“响云纱”。纯手工制作的

香云纱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2008年，香云纱染整
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香云
纱也更具时尚风格，例如与俏皮亮色相搭，塑造刚柔
并济的东方女性形象。

“‘新中式’服装风格可简可繁、可甜可咸，既
可以轻松随意，也可以很有礼仪感。它体现出了谦
和、儒雅的中华气质，并在现代设计理念中迸发新的
生命力。”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贺阳说，希望年轻设计师
对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多一些精神层面的思考和研
究，把中国人的哲学观、人文观更多地体现出来。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白晓晴认为，“新中式”风潮
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性元素，润物无声
地滋养大众的审美意趣，增强了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
内在认同。与传统中式服饰相比，“新中式”结合了中
国人的现代审美，更加贴合大众日常穿搭、装饰等文
化消费的现实需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都
海江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华
礼仪服饰体系的提案。他认为，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
服饰文化传统和宝贵资源，应围绕中华文化，构建承
载民族文化的新时代礼仪服饰系统，通过中华服饰来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

当前，“新中式”的“火”，已经从服饰延伸到了
家居、美妆、餐饮等多个领域，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富矿，创新表达东方美学。比如同仁堂结合传
统养生与新消费需求，推出枸杞拿铁、罗汉果美式咖
啡、娇颜陈皮五红汤等饮品，不仅吸引了年轻消费
者，也让老字号“潮”起来。

“新中式”的走红，是消费者与传统文化的“双向
奔赴”，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年轻一
代越来越愿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表达自我态度
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穿在身上，把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河南省文联、鹤壁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全国第九届楹联书法作品
展览日前在河南郑州举办。展出作
品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
度、精神高度和时代气度，整体反
映了当代楹联书法创作的艺术水准
和审美特征。

据悉，全国楹联书法作品展览创
办于 1994 年，聚焦传统楹联文化传
承与发展，迄今已成功举办八届。本
次展览自征稿以来，得到海内外书法
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积极投稿，共
收到稿件 18692 件，评出 263 件作品

入展。入展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
样，展示了书法创作者记录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的艺术实践。

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李昕在致辞中说，楹联作为
中国书法艺术日常生活实用功能的生
动体现，将汉字内涵与笔墨艺术有机
融合，墨因联显、联以墨传、联墨交
辉，彰显出书法艺术创造力和中华审
美意蕴。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引
导广大书法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动书法艺术走进时代、融
入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

新华社电（记者王雷、王晓梅） 2024
年开普敦狂欢节日前在南非立法首都开
普敦拉开帷幕。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的华侨华人方阵闪亮登场，令中国元素
在狂欢节上耀眼夺目。

流光溢彩的龙形花车、气势磅礴的
舞龙舞狮、华美绚丽的中国服饰和俏皮
可爱的卡通熊猫，由100多名当地华侨华
人组成的中国方阵每到一处，都会引发
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被问到当晚最喜欢的方阵时，开普
敦当地居民尼古拉斯·约翰逊及其女伴瓦
尔·安德里斯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中
国的表演太棒了！”约翰逊说，中国方阵

的灯光效果以及舞龙舞狮都很棒。
率领中国方阵的开普敦华星艺术团

团长董钢说，2024 年恰逢龙年，中国方
阵带来了 50 米的长龙和各种龙文化表
演，为当地多元文化增添了中华文化的
色彩。

开普敦狂欢节委员会主席蕾切尔·贾
夫塔说，中国方阵的舞龙表演一向很受
欢迎，令观众们目不转睛，也让孩子们
兴奋不已。开普敦狂欢节能融入中国元
素，她感到非常骄傲。

开普敦狂欢节源于 2010 年世界杯，
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如今已成为当地一
张亮丽名片。

“新中式”激活年轻人文化基因
张耀予 杨雨千

中式夹袄搭配牛仔裤、盘扣
皮衣叠穿帽衫、针织毛衫配马面
裙……近来，一场由“新中式”
穿搭引领的时尚风潮悄然涌动，
在街头巷尾，在旅游景点，总能
见到其身影。

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以来，马面裙等汉服品
类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春节
期间，汉服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
325%。“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新
中式’”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某
短视频平台上，带有“‘新中式’穿
搭”话题的短视频播放量超过
106亿。

“月亮出来天不黑，我心
中有了一个尕妹妹……”

“太阳出来红火火，妹心
里装着一位憨哥哥……”

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
歌剧 《山海情》 中，伴随着
悠扬的曲调，男主角马得福
与女主角水花对唱的一段《心
中有个尕妹妹》婉转动人，将
两人年轻时纯真美好的情愫
缓缓唱来。

近日，民族歌剧 《山海
情》 完成第四轮首演，继续
用地道的方言、融合西北特色
的曲调和丰富的故事情节，为
观众讲述“志合者，不以山海
为远”的脱贫传奇故事。

这也是天津音乐学院院
长、歌唱家王宏伟第三年担
纲这部民族歌剧的男主角。
近年来，在中国民族歌剧的
舞台上，时常能见到他的身
影。他说，参与民族歌剧表
演 是 他 一 直 以 来 的 艺 术 追
求，也成为他实践音乐育人
理念的独特方式。

“演员唱得自然，
观众听着舒服”

3 月 6 日夜里，《山海情》
歌剧刚刚落幕，王宏伟赶忙收
拾行装，坐上北京到天津的
高铁。在北京和天津间频繁往来，已成为他的日常生活
节奏。回味这部民族歌剧，王宏伟有自己的体会。

“演员唱得自然，观众听着舒服，大家走出剧院还回
味无穷——这是 《山海情》 特有的音乐魅力，也是中国
民族歌剧的动人力量。”王宏伟说，“西北方言和来往穿
梭的民歌曲调构成了这部歌剧的‘音乐生态’，观众听得
意犹未尽。”

剧中，宁夏“花儿”等民歌元素、大段陕西关中方
言对白和众多人物的生动表演巧妙融合。剧本采用中国
传统民族歌剧“话剧加唱”的样式，作曲家孟卫东以西北民
歌为素材，吸收宁夏“花儿”、陕北民歌、山西民歌等民间音
乐元素，让该剧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与民族音乐风貌。

先后5次“出场”的原生态“花儿”唱段《泪花花把
心淹了》 在全剧穿针引线，马得福的 《圪梁梁上喊苍
天》《一番话掀动我心潮》，水花的《花儿三唱》《天边风
起云飞扬》，麦苗的《等我回来》和马得福、陈金山的二
重唱 《海风吹向贺兰山》 等精彩唱段，塑造着不同人物
的鲜明个性，也推动着剧情起伏。舞台中央3米高的浮雕
斜坡转台和舞台背景的两块冰屏，跟随剧情变化，展现
着宁夏戈壁风貌。

“歌剧人赶上了好时代”

《山海情》中有这样一幕：马得福在吊庄移民屡遭挫
折后攀上高坡，用歌声宣泄内心的情绪。“走上了那个荒
滩滩，哎呀头上，哎呀头上，哎呀一片天！”接连高音一
句追一句，王宏伟嘹亮的歌声，将得福当时的苦闷与不
甘表现得淋漓尽致。

“爬完坡之后立马飙高音，这对演唱者来说可能是个
挑战，但观众听得过瘾，剧情发展的情绪到了，就该这
么唱。”王宏伟笑着说。作为歌唱家，王宏伟多年来一直
热衷于参演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运河谣》《长征》

《同心结》 等民族歌剧中都有他的身影。参演 《山海情》
的经历，让他对中国民族歌剧有了更深的认识。

“ 《山海情》 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歌剧的又一典范。
演员对白和唱段自然融合，剧情表演和舞台调度精巧配
合，这不仅需要演职人员的专业表演和默契配合，更蕴
含着导演对歌剧的理解和对音乐技巧的醇熟运用。”王宏
伟说，对于歌唱演员来说，不仅要呈现高水平的演唱技
能，更要根据剧目需求，在舞台上展现多样化的角色形
象，用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完成剧目对人物的刻画，让
观众在歌剧中领略人物的魅力。

“ 《山海情》 是一部讲述当代故事的民族歌剧，也
是反映中国脱贫攻坚感人故事的作品。作为歌唱家，能
够用艺术作品讴歌我们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歌剧人
赶上了好时代。”王宏伟说。

“期待更多观众走进剧院”

作为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还承担着许多教学
管理工作。将学生们“推”上舞台，是他近几年主抓的
工作之一。

2023 年，天津音乐学院组织了大大小小 400 多场演
出，承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人
才培养”项目，《同心结》《岳飞》《赵一曼》《胡杨林的
歌声》《永远的新娘》等歌剧、舞剧竞相呈现。其中，学
院复排的民族歌剧 《同心结》 参演第五届中国歌剧节，
获得业界好评。

“新版《同心结》中，80人的青年交响乐团和110人
的青年合唱团，全部由天津音乐学院师生组成。舞台前
后共有300多名师生参与，几乎是从零开始，经过几个月
排练，推出了一部质量过硬的民族歌剧。”王宏伟说，

《同心结》 不仅是全校师生的一堂歌剧“专业课”，更是
一个文艺育人的“练兵场”。“ 《同心结》 讲述了黄继光
的英雄故事，参演师生在排练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英雄的
精神力量。”

“我们正在筹备的《二泉》今年将和观众见面，期待
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感受民族歌剧的魅力。”王宏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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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山海情》剧照。 受访者供图

全国第九届楹联书法作品展览举办 中国元素闪耀开普敦狂欢节

汉服爱好者在英国“伦敦眼”前展示汉服。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汉服爱好者在英国“伦敦眼”前展示汉服。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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