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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文化艺术

乡情民俗

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活动开幕
据东南网报道 7 月 12 日, 第十四届海峡论坛·

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在厦门开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许维泽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活动以“传承民族文化·共促民族复兴”为主

题，以“走进闽台非遗”为线索，通过“论、演、展、觅”

四个维度，展现畲族和闽台“非遗”民族文化。活动

现场，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与台湾少数民族历

届乡镇市区长策进协会，共同签署了《两岸民族共

好合作框架协议》，并发表《两岸民族团结合作宣

言》。

许维泽在致辞中表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

两地同根同源、血脉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海

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大平台，使两岸同胞相

聚在一起，话家常、寻根脉、谋发展、促融合。今年论

坛精心筹备了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系列活动，活

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必将给两岸乡亲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他指出，当前福建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来闽考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福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诚挚邀请

台湾同胞积极参与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参与到两

岸交流合作中来，坚信只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

团结向前，一定可以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廖丽萍）

妈祖文化活动周开幕
据东南网报道 7 月 12 日，第十四届海峡论坛·

妈祖文化活动周在莆田湄洲岛开幕，100 多名台湾

嘉宾参加活动，11 家台湾妈祖文化机构线上发来祝

贺视频。

新党主席吴成典在视频致辞中说，妈祖文化

已经成为连接两岸同胞亲情的精神纽带，两岸热

络的妈祖文化交流，见证了两岸同根同源、同文

同种。相信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一定会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同时还彰显着两岸同胞“人同根、神

同源、文同脉”，是永远无法分割的骨肉天亲。

本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延续“中华妈

祖情 两岸一家亲”主题，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

办，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妈祖与健康”两岸医学

研讨会、两岸妈祖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青

年“云上”创业论坛等。 （陈盛钟 陈荣富许双萍）

福建省艺术培训协会

积极发挥作用
据海峡导报报道 7 月 7 日下午，福建省艺术培

训协会换届暨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在厦门召开，来

自全省各地市的艺术培训机构负责人、培训教师代

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厦

门书法家万峰连任协会会长。

据了解，在过去的 6 年，该协会积极发挥“桥

梁、纽带、服务、助手”作用。在助力乡村文化建设方

面，协会发挥自身优势，分别与漳州市云霄县小西

安村和华安县福田村结对子，同时还号召会员捐款

捐物 10 万余元。协会开展的“万家书画进万家”大

型公益活动走进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农村和社

区，共举办了近百场，赠送书法作品 3000 余件。在

探索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方面，该协会挖掘福建省地

方特色艺术资源，与台湾中华收藏家协会、台湾中

华诗书画印协会等多家艺术团体联合举办讲座、交

流笔会、作品展览等，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会长万峰表示，接下去，协会将从四个方面开

展工作：一是成为政府和主管部门政策传达的窗口

以及从业者舆情上达的渠道；二是规范行业标准推

动行业诚信建设；三是建立福建艺术领域的专家

库、人才库和后备人才库，建设艺术人才的梯级发

展通道，让艺术之花开遍八闽大地；四是引进、规范

考级管理及赛事组织，用良币驱除劣币。

（杨鸿沣）

华服如何“出圈”？

7 月 12 日下午，以“服

章跨海峡 华裳正青春”为主

题的 2022 海峡青年华服

节，在海峡两岸同步拉开序

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华服领

域专家学者、华服设计师、

华服文化达人、华服产业从

业青年、华服品牌商等百余

人共同携手，分享观点，贡

献智慧，共谋华服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在当代华服产业发展

主旨演讲环节，两岸嘉宾就

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兴起

的“汉服现象”，如何处理好

传统继承与现代创新之间

的关系，以及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等展开交流、连线和

对谈。

全球首个海外华服品

牌“听月小筑”创始人、华服

设计师卓桐舟是一名四川

姑娘，曾在澳大利亚求学、

工作。2016 年，在悉尼大学

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卓桐舟

身着汉服上台，惊艳全场，

这些年，她从一名汉服爱好

者转变成了汉服文化推广

者。

“刚开始自己在国外会

身穿汉服走在大街上，让大

家看到它的美丽。”为了提

升华服在海外的影响力，卓

桐舟策划了寻找汉服大使、

快闪等许多有影响力的活

动，其中快闪的视频在全球

范围内有上亿次的播放量。

卓桐舟还会经常前往博物

馆、书店等，学习了很多汉

服的知识。论坛现场，她身

穿华服进行了表演，她向记

者说道，这款华服是唐风服

饰，手上的团花参考了敦煌

莫高窟藻井上的图案，下裙

颜色则参考了古代壁画的

色彩。

“在 1000 年多年前，中

国的服饰就是全球各地模

仿的对象，现在要让我们的

东方审美再次走向世界之

巅，让更多人看到它，并喜

好它。”卓桐舟说道，华服文

化远远不只是一件衣裳，更

是传统文化复兴的载体，可

以链接旅游、餐饮、民宿酒

店、文化演出、剧本杀甚至

元宇宙等多样业态。她表

示，未来准备在成都建设一

个汉服主题公园，通过衣、

食、住、行和虚拟实景模拟，

让大家真正玩一把“穿越时

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

之美。

台湾青年服装设计师、

台湾流行时尚产业联盟秘

书长李吉祥在台湾积极推

动华服文创。他在连线发言

中表示，随着时代的改变，

传统也需要进行不断创新，

他在设计的每一套衣服都

融入了文化故事，“华服穿

在身上会自然向别人介绍，

衣服上的元素哪个朝代的，

有怎么样的历史，通过这样

的方式让华服文化扎根在

年轻人的生活当中。”他认

为两岸都应该更多地进行

生活美学的文化教育，让下

一代能够认识传统服饰之

中的历史底蕴，种下热爱中

华文化的种子。

第 16 届中国时装设计

最高奖“金顶奖”得主、厦门

著名服装设计师曾凤飞从

传统文化中提取中式元素

精髓，结合当下时装的轮廓

剪裁，巧妙地将文化意象穿

插于功能实用的现代服饰

中。在分享中，他展示了多

件自己设计的作品，并与两

岸业者探讨传统活化的“当

下路径”。“昨天的文化是今

天的传统，今天创造的文化

就是明天人们要珍惜和传

承的传统。”曾凤飞认为，当

代设计师一定要在深刻理

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同时要着眼当下和将

来，以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方

式为目标进行传统的活化

设计。

“当下无论是国潮的兴

起，还是年轻人对华服的喜

爱，背后都体现出大家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加深，中国人

不再一味追求所谓国际精

品、西方审美。”厦门台青

青委会副主委、实践大学

设计学院教师、亚太青年

学院联盟理事长、海峡文

创园两岸设计研学中心秘

书长段湘麟表示，在台湾

服饰产业多元化发展过程

中，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越

来越多设计师用来诠释服

饰的元素，海峡青年华服

节的举办，将加深两岸华

服设计、产业等多方面的

融合，他希望能以此为契

机，用好两岸优势，搭建合

作平台，形成产业合力，支

持更多年轻人走向国际舞

台，展现文化自信。

台湾运动服饰设计师、

中华台北足球协会副会

长、福建盈坤体育用品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汉

樑曾在国外留学，2012 年

来到福建发展，并在这里

结婚生子。他查看了不同

朝代的服饰，融入自己的

运动服饰品牌中。吴汉樑

打开一张运动服的图片向

记者介绍说，衣服颜色应

用了中国传统服饰常用的

红白，图标融入了明代服

饰上的鱼鳞和蟒鳞。“在海

外学习时发现有些国家只

有 200 多年历史，设计出

来的服装却能成为消费主

流，我们中国有 5000 多年

历史，有许多文化元素可

以挖掘。”他表示，此次华

服节举办很有意义，促进了

两岸业界交流合作。

随后进行的“华服产业

访谈”，厦门与台南分会场

连线举行。高校美术学院教

授、两岸华服设计师、华服

品牌创始人、华服网络达

人、华服产业代表等纷纷发

言，交流华服产业发展趋

势，分享两岸青年如何抓住

机遇等话题。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

本次华服节活动，让两岸

人民可以深入学习和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承

载优秀传统文化的服装服

饰可以走上街头、走入生

活，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

（卢金福 来源：东南网）

让文物“活”起来

近日，游客们在福建

民俗博物馆参观时正热衷

戴着一种特殊的眼镜，还

不时在文物展品前观察停

留，甚至自言自语。而这种

奇怪的行为，是因为戴着

的这种眼镜给了他们不一

般的感受。市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以前欣赏文物需

要到处找解说，这次他试

着戴着 VR 眼镜后发现有

趣多了，仿佛有导游陪着

一起逛，文物也动了起来，

很新奇有趣。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近日福建民俗博物馆

引进了 AR 智能导览眼

镜，能引导参观路线，还能

利用影音多媒体和 3D 交

互内容进行全方面地介绍

展品，相当于为每个游客

配备了一位随身智能讲解

员。

近年来，随着 VR 技术

的不断普及，在博物馆用

AR 导览眼镜参观已经成

了一种趋势和潮流。除了

上述的功能，AR 眼镜还有

很多应用场景，比如能让

化石文物直接“复活”成生

前的模样；直接动态修复

残损的文物，重现文物的

原貌等等。同时，记者了解

到，福建民俗博物馆是目

前福州市少数的有引进

AR 导览眼镜的博物馆，市

民朋友如果想免费体验，

可以到博物馆的服务台咨

询和办理手续。

福建民俗博物馆工作

人员梁丹燕介绍说：“现在

游客的文化品位也提升了，

对博物馆的展陈和服务要

求也比较高。单纯的语音讲

解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

求。AR导览眼镜可以非常

好的提升体验，让更多人走

进博物馆，这也是我们所希

望看到的。”

（陈静 来源：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