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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讲述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创作历程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凭借极具中国传统美
学的意蕴征服了观众，登上《国家宝藏·展演季》首期和B站“最美的夜”跨年晚会，并于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惊艳亮相、火爆出圈，每逢巡演必一票难求。

《只此青绿》给人的第一个记忆点，非舞者的青绿霓裳莫属，青和绿这两种颜色因为这部剧的
加成更添文化韵味。在该剧的服装设计阳东霖看来，青配绿不只是在还原宋代的一草一木，或者
一个衣袖裙摆，而是创作者把对于宋代文化以及《千里江山图》的理解，幻化到了舞者身上，形成
了全新的艺术风格。

3月4日，由《只此青绿》的编导韩真、周莉亚再度联手打造的舞剧《咏春》自深圳开启全国首
轮巡演，阳东霖仍然负责这部舞剧的服装设计。这一次，他选择了黑色作为主色调，并运用岭南地
区特有的香云纱面料，结合演员的表演、舞美的配合，让这个“黑”变得五彩斑斓。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对话阳东霖，听他讲述戏剧服饰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羊城晚报：每做一部戏都
要研究一段历史，对于你来
说是怎样的感受？

阳东霖：做《只此青绿》
的时候，我们从《千里江山
图》里寻找灵感，通过颜色
的晕染提纯，让青和绿搭配
在舞者身上，同时选取传统
的苎麻面料，近看这个面料
本身就像千里沟壑一般有
深有浅，延伸的裙摆设计又
让舞者在一字排开的时候
像层峦叠嶂的山峰一样，如
此去呈现宋代的内敛和清秀
风格。

来到《杜甫》的创作，我
们放弃了传统的丝绸，而是
用了类似于纸张的一种面
料 。 它 很 轻 盈 ，穿 着 它 的
丽 人 们 十 分 美 丽 ，但 同 时
它的轻盈也让丽人们显得
脆 弱 易 碎 ，贴 合 杜 甫 创 作
《丽人行》这首诗的时代背
景 。 他 在 写 这 首 诗 的 时
候，正值安史之乱前夕，虽
然诗描绘了一群丽人在江
边 游 玩 的 美 好 场 景 ，但 其
实 他 想 引 发 的 ，是 人 们 对
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的思考。

做《咏春》的时候，近现
代的设定可能发挥的空间相
对会小，但正是发挥空间有

限，才会让我们的创作变得
更有趣，要通过更深入的探
索来挖掘无限的创作可能
性。其实每一次创作对于
我来说都是一次探险，这也
是 艺 术 创 作 有 趣 的 地 方 。
我们研究宋，研究唐，研究
民 国 ，不 敢 说 研 究 得 有 多
深，但至少找到了我们想要
表达的东西，并最终呈现到
观众面前。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巴黎
时装周备受关注，时装设计
追求时尚潮流，你做的戏剧
服饰是怎样的情况？

阳东霖：戏剧服饰是为特
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去设
计服装。舞台上的服装是超
越了遮羞、保暖等这些功能
的，而是要通过服饰传达给
观众一个信念。比如衣服
的颜色，可能会跟人物的性
格有关系，红色代表热烈，
绿色代表清雅，等等。戏剧
服 饰 ，既 要 在 美 学 上 有 把
握 ，也 要 在 戏 剧 上 有 所 认
知。在舞剧里，我们要传达
的是一种情绪，很多时候它
是一个意象化的处理，所以
服 饰 上 也 会 是 意 象 化 的 。
除了好看，还要让演员穿上
之后能相信自己就是剧中
人，让走进剧场的观众知道

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羊城晚报：服 装 作 为 一

种文化表达的载体，有什么
优势？

阳东霖：其实我一直觉
得服装是穿在身上的文化，
它见证了我们人类从猿人时
期一直到现代的进程，尤其
是在中国。中华五千年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服饰文化也
是极具特点的，虽然一直在
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服饰
不仅仅起到功能性的作用，
在后人看来，它承载了那个
时代人类对于文化的记忆和
传承。

羊城晚报：你觉得当代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阳东霖：我发现现在的年
轻人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文
化了，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已 经 融 入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大家会穿上宋式服饰
走进剧场看《只此青绿》，穿
上唐式服饰去看《杜甫》，说
明大家已经对中国传统文
化有很深的认同感，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华
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觉
得它不应该仅仅存在于历
史里，也应该融入大家的生
活中去。

羊城晚报：香云纱面料
造价不菲，为什么会想到用
它来做戏服？

阳东霖：香云纱在面料
市场上被称为“软黄金”，因
为它是纯手工制作工艺，要
经过多次的晾晒、晕染，才能
形成最后的样子，而且它本
身面料以真丝为主，所以造
价会很高。

香云纱是很多广东人熟
悉的织物，是岭南地区特有
的面料。这样独特的面料，
如果不在广东的戏里用，还
能在什么时候用呢？我觉
得《咏春》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能够将香云纱面料大面
积使用在舞台上，展现这种
面料的美和它所代表的岭
南文化。

创作过程中，导演带着
团队去佛山采风，去看香云
纱的制作。这次我们用的所
有面料都来自广东，是深圳
本地一个香云纱服装设计品
牌给我们提供了最原汁原味
的香云纱服饰。与此同时，
我们也把香云纱的制作过程
放到了舞台上，通过一段女
子群舞来艺术化呈现这国家
级非遗制作工艺。

羊城晚报：同一款面料
是 如 何 应 用 在 不 同 人 物 身
上的？

阳东霖：比如剧中有一
群生活在香港的“七十二家
房客”，他们充满了烟火气，
有卖咸鱼的、有杀猪的、有包
租婆、有理发师，他们来自于
城市的各个阶层，形成了那
个年代香港的众生相。在设
计这些人物的服装时，我们
去查阅了大量上世纪 50 年
代香港服饰的用色和配色，
包括当年的建筑、店铺和招
牌的设计风格。

我们发现那些配色极具
港风，比如用墨绿色配赭红
色，它很鲜艳，但同时这种鲜
艳经过了风吹日晒以后，又
呈现出一种时代的沉淀感。
我们把这样的配色运用到这
一组人物身上，形成了一种
属于那个时代香港的独特韵
味。同时，这 20 多个角色，
每个人的衣服又都是不一样
的，按照他们各自的角色设
定进行定制设计，这在传统
舞剧中也是不多见的。一般
群像舞蹈都是一带而过的，
但这次的“七十二家房客”，
代表了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为
自己梦想而打拼的人们。这

也是《咏春》这部剧要讲述
的，不一定站在光里的那一
个才是英雄，致敬每一个平
凡人。

羊城晚报：《咏春》里的
戏服很多都是黑色，为什么
会这样设计？

阳东霖：《只此青绿》之
后，青和绿这两个颜色所带
来的视觉震撼，已经很深入
人心了。在做《咏春》的服装
设计时，我们也想过要用什
么样的颜色。像红色、蓝色
或者其他鲜艳的颜色，我觉
得不太符合这个剧，我们要
传达出一种武术的特质，所
以这次大量用了黑色。对
于中国武学来说，它是一个
很坚韧的颜色，对于剧中所
呈现的叶问这个角色来说，
也是一个很适合他的颜色，
内敛、低调、隐忍。

叶问和各宗师门派的
人，他们所穿的香云纱主要
是黑色，但叶问身上的香云
纱会更加有挺阔感和抖动
感。他在完成一招一式的
时候，服饰也能够随着他的
动作而变化。有一场是各
宗师门派的宗师去踢馆的
戏，同样都是黑色，但你会
发现这些“黑”又是五彩斑
斓的，我们通过剪裁、搭配，
通过演员的表演、舞美的配
合，打造了一种深浅变换的
层次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
视觉效果。

这次我们是在克制和隐
忍地使用颜色——并不是只
有越鲜艳的颜色才越能让人
记住，恰到好处的使用，黑也
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羊城晚报：剧中还有旗
袍的呈现，跟我们以往见过
的旗袍有什么不同？

阳东霖：在做《永不消
逝的电波》时，我们已经将
丝绒旗袍做到了极致，那是
上海旗袍的一种风格，代表
海派文化。但是在《咏春》
里，同样是旗袍，我们把它
改良得更具地域性，更有岭
南风格。

什么叫岭南风格？这里
天气炎热，经常下雨，所以她
们的旗袍不会像海派旗袍一
样收腰身、华丽，因为我们要
表现的那一段戏是女子在田
间地头劳作的场景，所以她
们的服饰需要宽松一些，而
且它的颜色用到了香云纱的
本色——赭红色，呈现另外
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审美。

羊城晚报：《咏春》戏服
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阳东霖：舞剧《咏春》是
我跟韩真、周莉亚两位导演
的第四次合作。之前合作的
作品，《只此青绿》以宋代为
主，《杜甫》以唐代为主，《永
不消逝的电波》是1942年上
海解放之前那段历史时期。
这次的《咏春》是我们没有接
触过的时代和地域，它要讲
述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香
港以及 90 年代的深圳。所
以在整部戏中，我们其实是
在这两个时空之间不停地切
换和穿梭。

从服饰上来说，我们既
要做出上世纪 50 年代香港
的复古感，也要强调90年代
这群电影制作人的时代感，
相当于一部剧里我们会呈现
出两种风格。这两种风格怎
么样交织变化，让它们既相
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我们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着重思考
的问题。

羊城晚报：《只此青绿》
非常受观众的喜爱，这对创
作《咏春》有什么影响？

阳东霖：《只此青绿》之
后，大家会对《咏春》有很高
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往往会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我
们既要区别于自己以前的作
品，又要区别于别人已有的
作品，创作就会显得尤为艰
难。但越艰难反而越有趣，
因为它是未知的，你不知道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风
格。《咏春》跟《只此青绿》《杜
甫》《永不消逝的电波》都不
一样，是一个全新的艺术风
格呈现。

羊城晚报：创作过程中
有哪些困难？

阳东霖：从最早拿到这
个项目的本子，一直到最后
呈现，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
间。这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
不可控的情况，比如因为疫
情，我们前期只能在线上进
行创作的沟通和碰撞，这对
于整体剧目的编排创作都会
有影响，整个过程我们一直
是很焦灼的。这是我有史以
来做过的唯一一部都快要进
剧场了、但是所有主创还没
有面对面碰过的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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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咏春》是舞坛“双子星”韩真、周莉亚在《只此青
绿》后的又一部力作，取材自岭南，由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
演出。舞剧以叶问为精神核心，讲述了一个在咏春题材电
影拍摄片场中发生的故事。全剧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
空，采用双线叙事：电影中，叶问赴香港打拼，怀抱“咏春
堂”牌匾踏入群雄林立的武馆街，只为给咏春开一扇门；戏
外，深圳的《咏春》剧组，众人同样怀抱梦想，为了追寻心目
中的英雄而拍了《咏春》这么一部电影。

这样的设定，给服装设计带来了难题：故事跨越两个时
代的两个城市，服装的视觉呈现上如何做到既符合设定又
能统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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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叙事之外，《咏春》还容纳了双非遗——咏春拳与

香云纱，前者承载了故事的主题，后者则是将视觉呈现的一
部分，恰到好处地融入剧情与舞台表现中。

作为岭南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染色面料，香云纱的珍贵
之处在于它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手工工艺，以丝绸为胚，用
植物和矿物染整，非常昂贵，被称作面料中的“软黄金”。
张爱玲在其成名作《沉香屑》中提到的“那人的背影，月光
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描写的
服饰正是岭南独有的香云纱。2008 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舞剧《咏春》中，香云纱不仅被用在人物服饰的制作
中，其制作过程也被艺术化地写进了剧情中，舞者们穿着柔
滑的香云纱，翩然舞出了传统非遗技艺的万般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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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服饰的设计师来说，要设计出贴合人物、剧情的服装，就要对戏剧的表达
有深入的研究。《只此青绿》里，青和绿的色彩搭配让宋代雅俗共赏的文化气质跃然纸
上；《杜甫》里，华丽的裙摆映衬着丽人们的曼妙身姿，似纸张般的面料又暗含着被时
代裹挟的宿命感——杜甫所处的时代，盛世唐朝终将迎来落幕；《咏春》里，低调又独
特的黑色香云纱，衬托了以一代武学宗师为代表的“中国英雄”形象。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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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剧
《
咏
春
》
刷
屏
，香
云
纱
怎
么
那
么
好
看
？

阳东霖：

文
化

穿
在
身
上
的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