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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为全面深入推进
全民艺术普及，加快公共数字
文化特色资源建设，市文化馆
特举办 2022 年义乌市全民艺
术普及网课征集、评选活动。从
5 月 27 日起至 6 月 30 日，面向
全市征集音乐、舞蹈、美术、戏
曲、民间手工艺五大门类的全
民艺术普及网课。

网课内容仅限全民艺术知
识普及类课程，对艺术常识进
行普及，如介绍历史背景、起
源、流派特点、艺术特点、审美
标准、服饰特点、作品欣赏、名
人名家、趣味故事等。

课程形式包含两类，第一

类是针对一个艺术门类的某
一个知识点进行简单讲解的
课程，要求知识点清晰，短小
精干、趣味性强，适合网络传
播与学习，时长不超过 5 分
钟；第二类是针对一个艺术门
类的某一项知识进行详细教
学的网络课程，要求课程设置
规范，教学讲解丰富充实，适
合网络教学模式，不限课时数
量，单个课时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

所有课程将通过专家评
审、网络投票等形式评选出优
质网课，并评选出全民艺术普
及网络课程一等奖、二等奖和
三等奖若干，“最佳人气奖”若
干并颁发获奖证书。

全民艺术普及网课
征集评选活动开始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本报讯 连日来，在福田街
道陶界岭文化礼堂一楼展厅展
出的“共同富裕”主题书画展吸
引了众多市民来观展。现场，艺
术爱好者们驻足观看展品，不
时低声耳语，细细品鉴。

据悉，此次展览由福田街
道文联书画协会主办，共展出
福田书画协会会员近年来创作

的书法、国画等作品 45 件。这
些作品都是参展者潜心创作
的精品力作，结合“义乌锻造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成功案例”的主题，从社
会、人文、自然等诸多方面入
手，描绘了家乡的秀美河山与
多彩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以及
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展览将持续至6月10日。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为推动我市少儿
舞蹈创作，提高少儿舞蹈水
平，进一步发掘和培养更多
富有舞蹈天赋的后继人才，
市文旅局特举办 2022 义乌市
第 五 届“ 喜 迎 省 运 舞 动 未
来”幼少儿舞蹈比赛。从 5 月
25 日开始，4 周岁—12 周岁的
少年儿童，可以报名参加民
族舞、古典舞、现代舞、街舞等
项目比赛。

比赛以“喜迎省运 舞动未
来”为主题，以歌颂祖国、歌颂
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
颂美好生活为内容，要求富有
童趣，抒发健康情怀，具有时代

感和少儿特征及艺术性、民族
性 。原 创 节 目 ，可 酌 情 增 加
0.05—0.1分；舞蹈音乐为MP3
格式，群舞节目时间不得超过
6分钟。

比赛设立 4 个组别，分别
为群舞 A、B 组，单双三 A、B
组。7月3日，每个组别将进行
海选，将有 10 个节目进入决
赛。决赛将于7月7日举行。

比赛将最终评选出金奖
1 名、银奖 2 名、铜奖 3 名、优
秀奖 4 名，并设立“优秀指导
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单位”
奖。每个组别获金奖的选手
将被评为本届比赛的形象代
言人，并由组委会组织拍摄一
组宣传照。

“喜迎省运 舞动未来”
幼少儿舞蹈比赛开始报名

除了白川，义乌还有很多人在为汉服“复兴”而努力。
有一个名为“乌伤汉服”的民间团体，聚集了一批来

自各行各业热衷汉服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互称“袍子”。在
他们眼里，汉服不仅是传统服饰，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网友“中华景宁”是一名90后律师，他从2019年入汉
服圈，便醉心研究传统文化，收集各类形制汉服和帽子。

秦之古朴、汉之肃穆、唐之飘逸、宋之娟丽、明之端
庄，汉服本身的古风古韵、秀丽优雅，让人着迷。“我最喜
欢的是唐制汉服，在吸收胡服式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一改汉魏时期宽衣博带的风格，男子常服服饰主要为幞
头、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靿靴。”“中华景宁”介绍，相比而
言，唐制汉服更加凸显男子的英武有力、女子的雍容华
贵，体现了大唐盛世的豪迈之气。

“传统汉服文化包罗万象，‘上衣下裳’等核心几千年
来都没改变，但形制、配饰其实是有严格要求的。”在“中
华景宁”家里，珍藏着十八顶各朝代形制各异的官帽，“这
是秦代的鹖冠、唐代的软脚幞头、宋代的展翅幞头、明代
的冕旒冠……”这些官帽的时间跨度从秦朝至清朝。

在“中华景宁”和众多汉服爱好者看来，穿上汉服，衣
袂翩翩、自信满满地行走在高楼大厦和绿水青山间，这是
当代青年彰显文化自信、向世人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符号。

精致的流苏、典雅的木梳、各色形制的汉服琳琅满
目……在后宅街道曹村老街，有一家优雅别致的暗香疏
影·汉唐文化馆。馆长周航英是金华地区唯一一名汉服汉
礼典仪官。

她痴迷汉唐文化，16 年来，礼拜各地名师，学习诗
词、书法、国画、琴艺、花道、茶道等传统文化。

“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传我国粹经典，扬我
盛世辉煌。”周航英说，暗香疏影·汉唐文化馆以挖掘本土
传统文化精粹、弘扬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艺术为己任。

“拜月，拜！兴，拜！”，人们身着汉服，通过传统拜月仪
式祈求生活中的美好与幸福。现场灯光辉映，罗衣飘飘，
轻裾飞舞；月下走秀，秉烛夜游，一步穿越时空，一朝梦回
大唐。

农历二月十二为花朝节；农历三月初三，是古代上巳
节，也是“中国华服日”……每逢汉民族传统节日，青年男
女都爱穿着汉服，踏青赏花、游戏互动，讲解节日文化，谈
论来源、习俗等，还不时有人来一段汉舞表演，举手投足
间尽显传统文化风采。

2019年以来，周航英每年都要组织策划各类传统文
化活动几十场。“不同于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花朝
节和上巳节等一些古代的节日已经鲜为人知了。在这些
古代节日举办汉服等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周航英介
绍，汉唐文化馆还会结合二十四节气举办各类汉服活动，
并在义乌各幼儿园、小学，主持行“拜师礼”“成人礼”“开
笔礼”，开展汉唐古典礼仪培训、复原汉婚等传统文化活
动等。用一套衣服、一项礼仪，唤醒一份文化记忆；以形式
多样的文艺活动，传承发扬传统文化。

一套汉服
传承一份文化记忆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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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编者按：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

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
服，又被称为“华服”或“汉衣
冠”，作为中国汉族的传统服
饰，把中华民族古典、含蓄、
轻盈、飘逸之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它亦是反映儒教礼典
服制的文化总和，古籍《周
易》记载：“黄帝、尧、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
形式，历经周朝礼法的继承，
到汉朝形成完善的衣冠体系
并普及至民众，还通过儒教
和中华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
化圈。

近年来，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升温，带动汉服
成为当下的潮流风尚。数据
显示，中国汉服爱好者数量
规模和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2021 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规
模达689.4万人，市场销售规
模达101.6亿元人民币。

行走在义乌街头，每逢
周末或假日佳节，总能看到
身着各种形制汉服的年轻
人，或宽袍大袖衣袂飘飘，或
窄袖长裙身姿灵动，再饰以
古法荷包禁步、点缀花卉刺
绣，娉婷之态、古典之美，让
人忍不住为之赞叹。

“汉服热是一种文化认
同感，我们很自豪、很骄傲。”
义乌众多汉服热爱者通过自
己的方式宣传普及汉服文化
和知识，希望将汉服日常化，
希望让更多人爱上汉服，传
承义乌本地文化，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在佛堂古民居苑，在绣湖
公园，在鸡鸣阁，旁人手拍其
肩，他缓缓转身，从摩登青年变
身为古代翩翩公子模样……一
个回眸，惊艳了时光。

上述主人公名叫白川，一
个热爱汉服的 25 岁义乌大男
孩。他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不到
半年，就在抖音收获近30万粉
丝、6000万+观看量，还收到不
少国风邀约。

初见白川，身材挺拔高
瘦，高鼻梁、丹凤眼，长相清秀
帅气。

说起汉服，他就有聊不完
的话题。

他的父亲是传统文化爱好
者，曾从事“吴文化研究”。耳濡
目染，白川从小就对中国传统
文化颇有兴趣。大学期间，他去
韩国留学，后又继续深造读研，
至今已有6年。

“去韩国不久就发现，当地
人穿韩服去旅游景点不收费，
外国人在旅游景点租一套韩服
也可免门票。这让我深受震
撼。”从那时起，他就想为汉服

“复兴”做点事。
白川的手机里下载了好

几个电子书 App，书架上都是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其
中还有不少地方志、府志。微
博里，他关注了历史、人文、
摄影、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
博主。“我最常看的博主是洛
梅笙，她会分享很多汉服相
关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每
天，白川都会抽出两个多小
时阅读，这个习惯从大一开
始，一直没有改变过。

2019 年，白川念大三，买
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汉服，可
是没有勇气穿出门。穿着汉
服对着镜子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上传到微博，关注度也是
寥寥无几。

受疫情影响，去年1月，白
川回到义乌，发现街上穿汉服
的人多了起来，这给了他勇气。
正值冬日，白川在网上买了 3
套明制冬装汉服，带着妈妈、姐
姐在卢宅拍了整整一天。

拍摄的时候，两个年轻女

孩略带羞涩地凑过来说：“你穿
这件衣服真好看，感觉像是韩
剧里走出来的一样。”白川尴尬
地笑了笑，紧接着便对她们进
行了一番科普：这是中国传统
服饰。

这 件 事 让 白 川 感 触 很
多。“国人对传统服饰的认知
太少了。”他决定用短视频的
方式让汉服能更多地走近大
众视野。他没有专业团队，为
他掌镜的是妈妈、姐姐还有
发小，他自己负责剪辑，“不
知道能做成什么样，反正尽
力就好了”。

去年 12 月 8 日，白川在横
塘公园拍摄的转身变装视频突
然爆火。视频中，白川是一个现
代白衣青年，转身之后却变成
了明代文官的形象，温文尔雅。
这条时长仅 8 秒的视频，仅在
抖音平台便收获了 20 万+点
赞、400万+观看量，以及2万+
评论。有网友直接喊话：“请把
汉服焊在身上！”

“真没想到，会有如此影
响，说明汉服是有文化魅力
的。”白川说。从那之后，他保持
着一个星期出3条视频的更新
频率，如今已有100多条……

在尚阳古村，历史悠久的
珠灯下，“红衣状元郎”从古
画里转身“出来”了……在这
则短视频下，白川特意留言
说 明 ：“ 出 镜 的 这 盏 灯 历 经
400 年风雨，由无数匠人合力
打造，使用了 120 万颗琉璃珠
串成。”

在他的短视频里，出镜背
景大多选择有义乌传统文化印
记的地点，并且注明文化历史
背景。“大家都知道义乌是小商
品的海洋，我想通过短视频展
现义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白
川说，每次遇到粉丝发来的疑
问，他都会一一作答：“这里是
义乌，我是义乌人。”

在白川家里，最醒目的是
挂满一整排汉服的衣架，很
多是定制的。“市场上改良版
的汉服很多，有些不是复原
款，它们展现不出传统服饰
的魅力。”

随着短视频的观看量和点
赞量增多，他的关注度也越来
越高，全网各平台的粉丝量已
经接近百万。

白川火了之后，有不少本
地国风活动会请他参加，还有
国风大秀向他寄来邀请函，甚
至有剧组请他去拍戏。身边有
朋友也受他的影响入了圈，“好
朋友薇薇本来是西式草坪婚礼
的死忠粉，现在也决定改办中
式明制婚礼了。”

眼下，白川即将研究生毕
业。“传统服饰有理由成为当下
的潮流风尚。汉服讲求包裹与
含蓄，从体态等角度展现人的
气质和美丽，更符合中国传统
审美。”白川说，“我会继续坚持
做短视频，为传承汉服文化、宣
传义乌文化尽绵薄之力。”

摩登青年变身翩翩公子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5月22日晚，唱完
最后一遍《生僻字》，浙江省“雏
鹰计划万里行”优秀儿童剧进
剧院公益演出活动在市文化馆
落幕。

为了配合“雏鹰计划万里
行”优秀儿童剧免费送戏演出
活动，儿童剧《语文课》巡演公
益活动于5月17日—5月22日
进行，演出共计 18 场，日均演
出 4 场以上。义乌市枫叶国际
学校、龙回实验小学、江湾小
学、稠江中心幼儿园等十余所
学校参与观看。

《语文课》以逗号、问号、叹
号在舞台上争论开场，每个标
点符号用自己的事例、故事
引发小朋友们的思考。通过
舞蹈、歌声、语言让小朋友们
在欢乐中学会分辨每个标点

的作用，引导他们明白标点
符号在文章中缺一不可的地
位。在营造新奇体验的同时，
为小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戏
剧启蒙。

剧目依次展示了历史故事
三国时期的《曹冲称象》、古希
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神话故
事《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
和侠义故事《水浒传》中的“武
松打虎”等精彩篇章。

这是“雏鹰计划万里行”第
一次进义乌，为学生送上免费
的精神大餐，让孩子们从中华
民族的璀璨文明中汲取丰厚滋
养。很多学生表示，这是第一次
接触戏剧表演，非常喜欢这样
特别的“课堂”。平实质朴的对
白，深入人心的演技，让孩子们
在轻松活泼的观剧氛围中体验
传统文化的丰富，感受戏剧艺
术的魅力。

“雏鹰计划万里行”
优秀儿童剧公益演出落幕

变装后的白川风度翩翩。 白川家里挂满一整排汉服。

“中华花朝节”活动现场。

汉婚礼仪庄重、唯美。

■草根文化达人

福田街道举办
“共同富裕”主题书画展

女孩们身着汉服，行拜月礼。

一回眸，惊艳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