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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东京奥运会赛场
上，当杨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
得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网友的
赞美迅速刷屏，其中，还包括不少
海外网友。除了夺金的喜悦与自
豪，她身着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领
奖服也收获关注：“真的超好看！”

“想知道这款衣服卖不卖？”“我们
的领奖服设计得越来越好看了。”

这套被网友赞不绝口的领奖
服，出自第七十三届奥斯卡“最佳
艺术指导”得主、视觉艺术家叶锦
添之手。“我想让运动员穿上后非
常舒服又非常自信，也想通过服
装让我们的文化赋予世界一种新
的视野。”叶锦添说。

设计要展现
中国人的气度和神韵

设计运动服，叶锦添还是头
一次。从业30余年，他为许多电
影、舞台剧做过造型设计、服装设
计、舞美设计，但这次有些不一
样。要设计给身体特征各不相同
的人，要让每个运动员穿上都合
适、好看，还要考虑运动服运用的
新科技和新材料，叶锦添坦言难
度不小。

3年多前，叶锦添接受邀请，
开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设计领奖

服，“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展示
中国之美”成为他思考的核心和
设计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中国文
化讲究精神与身体合一，所以设
计也要展现精神层面的内涵。“领
奖服不仅是一件衣服，更要传递
中国人独特的精气神。希望这套
服装能展现我们的气度和神韵。”
叶锦添说。

明确设计理念只是第一步，
选择面料也得精益求精。领奖服
不仅要有美感，还要充分满足防
水、速干、透气等需求。叶锦添用
了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布料，做
了很多试验。在易出汗的部位采
用有开孔的透气面料，在关节部
位拼接多种面料……综合唐装、
清代服装、中山装等多种元素，叶
锦添设计的领奖服以“中”字为灵
感，采用中式唐装圆立领，领部线
条一直延伸至丹田，象征“气沉丹
田”；采用红白两种颜色，色彩简
洁明快而富有冲击力；整体造型
强调肩部和脖子的轮廓，上宽下
窄，上半身呈倒三角形，将人的身
形向上提并增强力量感。

“苗条的运动员穿上显活力，
健壮的运动员穿上显力量。”面对
网友的夸赞，叶锦添说，其实这套
服装设计出来后自己一直很紧
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

登上领奖台，才渐渐放下心来，
“我觉得还不错，达到了我想要的
效果。”

创新离不开
文化底蕴的积淀

年少时，叶锦添曾到欧洲游
历，当地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
自豪感让他深受震撼。

当时的香港，西方文化是主
流，“但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也是转
手很多次的，人们其实既不了解
西方文化，也不了解自己的文
化。”这让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我
们不能讲述属于自己的东西？

常常与国际一流艺术家合
作，叶锦添愈发感受到文化底蕴
的重要性，他深潜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创作基础。”叶
锦添说。从让他声名鹊起的电影
《卧虎藏龙》，到电视剧《大明宫
词》《橘子红了》，再到《赤壁》《夜
宴》……多年来，叶锦添的设计自
成一格，既饱含浓郁的东方特色，
又融合多种元素，将色彩与造型
运用得新颖别致。

在他看来，经典和创新、传统
和现代并不矛盾。“传统是承前启
后的，就像花蕊，创新是外围长出

的花瓣，所以离开传统的创新会
虚无缥缈。”对于创新，叶锦添说：

“不要去做容易的事情，要不断追
求更高、更好，即便已经有了成功
的先例，也要挑战自我、敢于冒
险，这样才能真正做出新意。”

从业多年，叶锦添要求自己
一定要把“传统”的地基打深打
牢，再做创新，“让创新永远有可
以瞭望的灯塔”。他认为，创新是
让今天的人走近传统的一种方
式，“对大多数人而言，传统是很
难进入的，因为它产生的时间距
现在很远，所以需要通过创新，让
人们先产生兴趣，再去接触、了解
进而爱上传统。”叶锦添说。

寻找适合的方式
讲述中国之美

在从事设计的过程中，叶锦
添发现，很多西方人并不了解真
正的中国，认识存在偏见。我们究
竟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文化？叶
锦添不断思索：“要运用有特色的
话语体系，把中国之美讲出来并
让他们看见。”

其实，早在参与电影《卧虎藏
龙》时，叶锦添已然在遵循这样的
理念。影片的美术设计摒弃艳俗复
杂的元素，古城墙、竹林、灰瓦等元

素营造出简约古典的氛围，清淡素
雅，传递出中国画般的诗意。浓厚
的中国韵味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我们就是展示了很纯粹、很中国
的美，并且找到了西方观众能够接
受和理解的点。”叶锦添说。

2016年，叶锦添曾在旧金山
歌剧院制作的英语歌剧《红楼梦》
中担任舞台美术与服装设计。起
初，他想用皮影做一组大观园主
题的装置，但却遇到水土不服，很
多当地人并不了解皮影。“西方很
多观众没见过中国漂亮的古建
筑，没见过山水画。”想到这些，叶
锦添调整方案，在舞台上运用了
云锦、织布机、风筝等中国元素，
并以6片半透明彩绘构成一个巨
大的移动装置，展现大观园的全
貌，营造出一个虚实结合的舞台。
演出获得了成功。用西方观众易
于接受的方式传递中国韵味，叶
锦添说：“他们感受到了我们想要
表达的美。”

对叶锦添而言，此次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设计领奖服也是将中
国故事讲给世界的一种方式。正
如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
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现
如今，包括叶锦添在内，越来越
多的中国艺术家和作品走上世
界舞台。（《人民日报》曹雪盟）

视觉艺术家叶锦添设计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

创新设计 东方韵味

北风刮起来的时候，也正是吃
红薯的好时候。大街上、小巷里，烤
红薯的香味总是让人忍不住慢下了
脚步。

在北方，除了直接烤，红薯还有
更精细一点的街头吃法——焖子。

一个南方人，很容易被它这“烹
饪方法变食品名称”的名字勾起好
奇心而第一次尝试。站在小食摊前，
只见老板不慌不忙，将一块块半透
明的、颤颤悠悠的白灰色粉块，轻轻
摊放到油光锃亮的平底锅里，任它
慢慢煎着。然后就去忙着刷烤冷面
的酱料。等他把烤冷面这套弄完，就
给粉块翻个面。如此反复。两三拨烤
冷面的客人都打发了，粉块的几个
面才都煎烤焦黄了。这时，老板用小
铲把它轻轻铲到小碟子里，浇上调
料递给我。

也许是等了太久，也许是它确
实鲜美，初尝焖子，真是格外鲜香四
溢，外酥里嫩，熨帖人的唇齿。老板
调的料里，有蒜香味，有微微的甜夹
在芝麻酱里，这复合的味道和谐相
调，沾裹在焖子外面那层格外酥香
的壳上，也润到它滑嫩弹牙的内心，
食之难忘。

可是，美味归美味，我始终没看
见老板焖任何东西。难道，红薯粉块
——那半透明的白灰色粉块，是焖
出来的？问起同行的大连朋友，她也
一愣，说，她们在家也常做焖子来
吃，好像整个过程也不用焖。

焖子用粗制红薯淀粉做原料。
把这种带颗粒的干淀粉提前一天泡
好、泡透。做的时候把已经沉淀的淀
粉搅拌均匀，中间加点儿生抽、盐、

胡椒粉。
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等水烧

开后就倒入淀粉浆。保持中火，边加
热边搅拌——不停地搅拌，越搅越
稠，中间会出现些半透明的块状物。
等块状物越来越多，成了半透明的
块和糊的混合体就可以关火了。

取一个大一点的汤盘，抹一层
防粘的油，把这个混合体放进里面，
抹平。晾凉后就可以切来做焖子了。

煎焖子很需要耐心。在煎锅里
倒入少量油，将凉透的焖子方块均
匀铺开，用小火细细煎，直到四面都
呈出诱人的焦黄色嘎巴为止。好吃
的焖子一定是要有嘎巴的（北方管
酥壳叫嘎巴），外脆里嫩的口感就来
自这细细地煎的过程。

焖子煎好了，调料更是关键。因
为焖子本身没有什么味道，需要调
料来唤醒它的美妙。

北方人毫不犹豫地拿来了他们
热爱的芝麻酱。取一个小碗，加入芝
麻酱，分次加入温开水把芝麻酱澥
开，然后调上生抽、醋、虾酱、辣椒油
和一点点糖。把和好的调料浇在刚
出锅的焖子上，再淋上两勺蒜水，就
可以了。

从头到尾，焖子都不用焖。那为
什么叫焖子？——酱香扑鼻、蒜香浓
郁、虾酱诱人，不管了，先吃完再
想吧！

细究起来，焖子虽然有禹州、大
连、天津、烟台等地各种“门派”的不
同，但做法大抵相同。在大连，海鲜
焖子是道招牌菜，把海参、鲜虾等高
档食材做成浇头浇在焖子上。这种

“土货”和“海货”的鲜味碰撞，当然
是不同于街头小炉边的细细煎烤。
但是走在吹着寒风的街巷里，最让
人期盼和想念的，还是遇上那简简
单单的细煎焖子。

不用焖的焖子
杨阳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沉浸于这种“社交+
游戏”的体验之中。现在的“剧本
杀”已经不限于案件推理，而是发
展为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其他信
息载体来实时角色演绎的游戏，
形成了推理本、欢乐本、阵营本、
机制本、情感本、恐怖本、演绎本、
沉浸本等多种剧本类型。这一新
兴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
行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
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争议热度
居高不下。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开启都
不是无缘无故的，“剧本杀”是一
种社交游戏，需要参与者具有一

定的分析研判、逻辑推理、表达沟
通乃至于表演能力，满足了现代
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展现智
商、体现存在等多方面的需求。如
果运作得好的话，具有线上线下
双向发展可能。一定意义上讲，现
在流行的“元宇宙”，就为“剧本
杀”打开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
市场的爆发力，乃至对相关行业
的改造，将是十分惊人的。

在看到市场一片红火的同
时，也不要忽视行业乱象。从大的
方向上讲，主要有安全问题和版
权问题。在安全上，既有防火防疫
等问题，也有剧本涉黄涉暴的问
题。在版权上，剧本是消耗品，再

好的剧本，玩家也只玩一次。由于
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问题，导致

“现在市场上抄袭现象严重”，版权
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顾名思义，“剧本杀”是建立
在剧本基础上的，可谓“得剧本者
得天下”。反过来讲，“剧本杀”要
健康可持续发展，本身何尝不需
要有一个好“剧本”？如果纽扣不
从一开始就扣好，则会产生一系
列问题，甚至危及行业发展。比如
说，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消防安
全还是疫情防控，都不能有丝毫
大意；而在版权问题上，如果长期
得不到重视，则很难吸引优质作
者，随着产权保护网越织越密，更

会因为抄近路、走小路而导致无
路可走。

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好剧本
来指引行业发展。要知道能做什
么、不能做什么，应该优先发展什
么、如何去优先发展，尤其是在一
些原则问题上，要把底线、红线划
出来。约束是最好的保护，规范是
最大的鼓励。就拿剧本来说，只要
行业把版权意识牢记于心，舍得
在内容上投入，就一定能吸引高
质量作者加入。作家丁力就认为，

“剧本杀”让文学从虚拟回到现
实，使读者能亲身“实践”与“体
验”小说和剧本中的人物，成为身
临其境的参与者，甚至是创作者。

大量作家加入到“剧本杀”行业，
从而开辟文学的又一个新战场，
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总之，“剧本杀”需要好剧本
支撑，“剧本杀”健康发展也要有
一个好“剧本”。期待这个行业从
一开始就能走对路，更期待“剧本
杀”能为文学创作探路，给当前文
学创作带来一个新的可能。

新华社武汉11
月28日电（记者 喻
珮 田中全）首届中
国（武汉）文化旅游
博览会11月28日圆
满落下帷幕。为期3
天的博览会聚焦文
化旅游产业新业态，
展览共吸引了1062
家文旅企业参展，近
10万人次预约参观，
成为冬日江城的最
热话题。

这是一场热闹
非凡的文旅盛宴。在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总面积约 6 万平方
米的展馆设置了“美
丽中国行”“极目楚
天舒”“武汉英雄城”
等 8 大展区，展位
247 个 、参 展 单 位
1062 家。30 个省区
市和港澳台地区，以
及济南、广州等4个
城市应邀参展。俄罗
斯、法国、韩国等15
个国家旅游主管部
门及国际旅游机构参加。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故宫博物院
等16家全国知名博物院、博物馆，
苏绣、宜兴紫砂、漆器等10个全国
知名非遗项目，以及中青旅、携程、
美团等头部文旅企业参加，集中展
示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新成就、新业态、新活力。

这是一次思想碰撞的文旅盛
会。在东湖之滨同步举办了“2021
中国文化和旅游高峰论坛”及多场
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文
化旅游发展新格局，共话数字化时
代新业态，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
言献策。业内专家表示，随着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文旅产业成为经
济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必答题”，将
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以更高水准
实现融合发展，普惠于民。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还举办了
湖北文化和旅游重点项目招商签
约大会、湘鄂赣三省旅游消费大
联动、全球旅行商大会、首届“湖
北礼品”评选展示等系列活动，共
签约 50 个文旅项目，总金额达
1655.86亿元。

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
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
政府共同主办。这一活动将长期落
户武汉，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

湖南出土
罕见器形商代铜觥

新华社长沙11月27日电（记
者 张格 张玉洁）记者近日从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湖南省汨
罗市屈子祠镇出土了铜觥和铜壶
两件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觥器形
罕见。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对铜器出
土地点进行调查和勘探，暂未发现
商周时期的文化层或其他遗存现
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
伟介绍，湖南地区曾出土过数量较
多的商周青铜器，其中有很大一批
发现于江边或江旁的山坡和山顶
上，且多以单件或成套的形式出自
坑中。由于这类坑的附近往往未发
现其他遗存，人们约定俗成称其为

“祭祀坑”。
盛伟说，两件铜器的出土背景

或与“祭祀坑”类似。
出土时，铜觥侧置平放，铜壶

倒置于铜觥内。铜觥重13.45千克，
器身呈扁圆形。考古专家称，该铜
觥器形独特，如突出眼睛的变形兽
面纹、“C”形扉棱、羊角腾空设计的
平嘴牺首等，与以尊、罍为代表的
殷墟时期南方特征青铜器相一致。

出土的铜壶重2.25千克，腹壁
相对较直，下腹较高、外鼓不明显，
口沿下方饰弦纹和宽口呲牙的兽面
纹，与中原地区常见铜壶有异。两件
器物表现出长江流域地方青铜器的
特征，年代大致属商代晚期。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件铜器出
土地点和组合关系都比较明确。两
件铜器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长
江流域青铜文化面貌的认识，对于
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青铜文
明提供了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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