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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一家扎染坊内，肤色

各异的人捏起针线，和一名身着白

族服饰的女生学习扎“疙瘩布”。

“疙瘩布”是白族人对扎染的

另一种叫法。手艺人用针线和绳

子对布料进行扎、缝、捆后染色。

扎缝时宽、窄、松、紧、疏、密的差

异造成染色的深浅不一。待染色

完成后解除线绳，布料上的花样

才得以显现。

“他们很享受缝扎的过程。之

前有个被女朋友拉来体验的外科

医生下课了还一直缝。他说这是除

了手术缝针外第二难的事。后来他

报了课，说要攻克这个难题。”

扎染坊的店主段怡然是一名

大理白族姑娘。2019 年从伦敦大

学皇家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毕业。

上学时，班里加上她一共 3

名中国人。没有语言优势，学的又

是西方的戏服设计，段怡然决定

用扎染布制作维多利亚式西服，

好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

“很多人以为我从小就做扎

染，但第一块完整的扎染布是我

在伦敦完成的。”

段怡然说，当时离家上学一

年了。在伦敦做扎染布时，她常想

起妈妈和奶奶做扎染的场景。

儿时觉得做扎染很枯燥，家

长也希望她能走出村子去更大的

世界看看，所以她并未系统学习

过。后来她走到英国，离家的苦闷

却在扎疙瘩布时渐渐消散了。

出乎她所料，老师对她的扎

染西服很感兴趣，还让她教同学

们扎染的技法，讲讲儿时的成长

环境。那一刻，这门自小耳濡目染

却不以为意的手艺让她和故土有

了新的连接 。

2016 年暑假，她回到老家重

新学习扎染、走访云南的扎染厂。

返回伦敦后，她又学习了其他国

家的扎染，理解了白族扎染的独

特之处。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白

族人对自然的崇敬都反映在了扎

染的图腾上。想要教外国人扎染

的想法在心中躁动。

毕业后，段怡然开始创业了。但

白族扎染对于外国人来说既遥远

又陌生。如何让外国人理解一门来

自万里之外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呢？

回想起刚入学时，段怡然苦

恼于找不到与西方服饰工艺的

“连接点”。

“在做一件束腰或一条裙子

时，我不明白为何要这样设计。”

她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裙子举例，

她不理解裙子上的图腾和繁缛花

纹的含义，只是照课本上的做。而

在了解到当时中英两国的文化交

流史、裙子图腾蕴含的东方意象

后，她觉得自己和这些图腾的“距

离”近了一些。

同样是接触其他民族的手工

艺，外国人也需要这样的“连接点”。

为此，段怡然学习了不同国

家的扎染，在课上向学生们讲述

其中的联系。

比如，英国也种植兰草，但品

种与种植方式都与中国的不同；

白族的染缸内容物由米酒等制

成，英国则用白糖与其他材料配

比制成。

“我把染缸的制作比喻成炒

一盘菜，不同国家用的原料不同，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创业至今，奶奶常问她，家里

五代人一直在做疙瘩布，她在英

国能做出什么花样？

曾经一位伦敦艺术大学的印

度裔老师来上课。他的母亲不久

前过世，家里存放着母亲生前制

作的印度传统服饰纱丽。当他在

课上一针一线缝制图案时，脑海

中不断回想起母亲织纱丽的场

景，对母亲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他也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女性长辈

是如何做传统服饰的。

这位老师后来将纱丽带到工

作室中，和段怡然一起讨论两国

服饰工艺的异同，了解白族女性

做扎染的故事。

段怡然说，这段故事引起了

她的共鸣。儿时，妈妈、奶奶、家里

的阿姨都会做扎染和各种针线

活。大家常把做针线活和女性绑

在一起，认为女性会做针线活理

所当然。但如果细看那些针脚、她

们构思缝合的图案，会发现她们

是多么有才华的女性，这些时刻

值得被记录下来。

段怡然告诉奶奶，她的工作可

以让外国人了解白族文化，也为他

们提供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她是

将开放、多元的大理“搬到”了伦

敦，并将各地人文故事“存档”。

回看这 5年，段怡然觉得自己

的经历和扎染的步骤“重叠”了。

“之前我走访过的一家扎染

厂厂长说，扎染这个东西是让你

解开自己内心的疙瘩，你得先一

针一针把它缝起来、染色，再把你

花了六、七个小时缝的东西全部

解开，你才能看到它的图案。”

段怡然将这 5 年的工作比作

“建桥”的过程。最初她并不确定

能否坚持下来，也曾有人找她合

作，想将扎染做成时尚高奢品牌，

这样工作室的收益能好一些。段

怡然虽有过动摇，但她更喜欢也

更倾向做民俗文化的交流。

没想到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大

学和博物馆找她合作，也有长期和

她学习的学生。她觉得“桥”建好了。

今年 3 月末，段怡然带着外

国学生们来到她的故乡，和白族

阿奶一起做扎染、学刺绣。项目结

束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

接下来的交流项目。

“我回乡的时候把家里亲戚全

叫到分享会上来了，介绍我做的事

情，告诉他们我靠做扎染养活了自

己，赚得也不少。他们为我感到高

兴，觉得我做的事很有意义。我很

期待下一个五年。”段怡然说。

（刘洋来源：中国侨网）

当地时间 4 月 21 日，一场龙

舟友谊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省阿韦亚内达市龙舟基地举

办。

由阿根廷龙舟协会各分会组

成的 27 支龙舟队伍，共计 330 余

名选手参加了不同组别的角逐，

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

伴随着节奏明快、铿锵有力

的鼓点，队员们奋力划桨，动作整

齐划一。一艘艘龙舟如蛟龙一般，

在宽阔的河道中疾驰。岸边的观

众呐喊声不断，现场氛围热烈欢

腾。

阿韦亚内达市内政市长、安

全部长阿莱霍·乔诺布罗夫在观

赛时说，龙舟友谊赛的成功举办

展现了阿韦亚内达市对多元文化

的包容与尊重。这项活动不仅为

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

会，更增进了大家对中华文化的

理解。

据了解，阿韦亚内达市一直

积极支持和推动龙舟运动的开

展，希望通过参与龙舟运动促进

该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2022

年 10 月，阿根廷龙舟协会与当地

市政府联合设立了阿韦亚内达市

龙舟基地，龙舟协会为该基地提

供两支龙舟，为龙舟运动的普及

和推广提供了极大便利。

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钢

介绍，这场比赛是阿根廷龙舟协

会首次进行一公里龙舟竞技赛，

长距离的比赛对参赛队员的体

力、耐力、技术等都有很高的要

求。参赛队员克服低温、大风等不

利因素，发挥了顽强拼搏、密切配

合的龙舟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五个组别的

冠亚季军诞生。此次龙舟比赛也

得到了旅阿侨团侨领、旅阿侨企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龙舟文化在阿根廷“火出圈”

赛后，刘金钢讲述了龙舟运

动在阿根廷的发展。

“阿根廷龙舟协会成立于

2019 年 2 月，致力于在当地推广

龙舟运动和龙舟文化，最初我们

只有 300 余名华人会员，后来参

与龙舟运动的当地人渐渐多起

来。如今我们在阿根廷各地有 50

余支龙舟队，会员人数超过 3000

人，其中超过 90%都是当地人。”

刘金钢说。

2019 年 2 月 3 日，首届阿根

廷龙舟大赛在布市马德罗港区举

办，此后经过“龙舟人”们的努力，

龙舟运动已被推广至阿根廷全国

各地，被越来越多的阿根廷民众

接受和喜爱。

刘金钢介绍，目前龙舟协会

已经在布省贝伦埃斯科巴市、拉

瓦勒将军市、内格罗河省巴里洛

切市等 12 个城市建立了龙舟基

地。“前期我们逐一走访这些城

市，各地政府对龙舟运动都非常

支持，不仅提供训练场地，还配合

举办各项赛事，助力龙舟文化的

推广传播。”

龙舟在阿根廷的名声是“赛”

出来的
“龙舟在阿根廷的名声，可以

说是‘赛’出来的。”刘金钢说，他

们每年都在阿根廷举办 6到 8 场

龙舟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中

国农历春节期间举办的新年龙舟

大赛。

“2020 年 10 月我们正式加入

国际龙舟联合会，后来陆续参加

了大大小小 30 多场国际赛事，取

得了很多好成绩。未来我们还准

备在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建立龙

舟基地，成立南美洲龙舟联盟。”

他说。

刘金钢表示：“每次比赛的时

候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也是我

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种快乐是

发自内心的，意味着当地人真正

喜欢上了龙舟文化。”他说。

“如今龙舟已经成为大家生

活中的一部分，很多会员习惯早

上来训练之后再去上班。”刘金钢

说，龙舟协会有十几支由乳腺癌

患者组成的龙舟队，她们希望通

过龙舟运动加快术后康复。“我们

还与阿根廷大学联盟达成了合作，

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加入赛龙舟的

行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在刘金钢看来，正是有许多

像阿根廷龙舟协会这样的民间组

织的积极推广，才让龙舟“出海”

成为新时尚。“龙舟运动讲求合

作、追求速度，有着世界共通的

体育精神，又具有独特的中华文

化内涵，未来我们还要致力于让

当地人对龙舟运动感兴趣的同

时，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

故事。”

（吴侃 来源：阿根廷《南美视

线》、中国新闻网等）

阿根廷龙舟协会举办的龙舟赛现场受访者供图

学生们正在扎“疙瘩布”受访者供图

段怡然与学员们在扎染作品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