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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看雲
郭一鳴

柏林漫言
余 逾

把秀禾做成藝術載體的年輕人
近二三十年，

內地科創界人才輩
出，從互聯網 「雙
馬」 ，到劉強東的
京東、任正非的華
為 、 張 一 鳴 的
TikTok，最新備受
矚目的是宇樹科技

王興興、DeepSeek梁文鋒，還有小米雷
軍的轉型等等。科技創新推動社會發展，
一個個勵志故事伴隨一個個創富神話，成
為 「中國夢」 亮麗的風景。其實，這些年
內地傳統行業亦不乏創新人才和有志之
士。近日筆者就無意中聽到一個年輕人自
創中式禮服品牌、矢志傳播新東方美學的
故事。

上月，香港、遼寧和汕頭三地相關商
會協會在瀋陽市五愛服裝城舉行業務交流
會，在遼寧省商務廳和瀋陽市政府的領導
見證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希望透過南北
聯手發揮各自優勢，拓展新的商機。開會
前香港代表團成員參觀服裝城，因時間關
係只能走馬觀花，有女團友感覺很不過
癮。翌日上午離開酒店返港前有近一個小
時空檔，筆者匆匆趕到服裝城與團隊會
合，卻在五樓電梯口一家旗袍專賣店門口
停下腳步。我一個大男人當然不是想買旗
袍，只因經過這家店時無意中瞥了一眼，
就被吸引住。

這是一套三件式紅底金花拽地旗袍：
長裙、上衣、雲肩，掛在衣架上盡顯高
貴、華麗、喜慶，簡直可稱之為宮廷華
服，男店主見我兩眼直勾勾盯住這件旗
袍，就過來介紹：這件叫做 「秀禾」 ，就
是新娘服，是純手工製作，裙子和衣褂上
的金色花紋圖案是用K金線繡製。我起初

想當然以為 「秀禾」 是滿族人對新娘服的
稱呼，後來上網一查，原來這是一種民國
風格的中式婚禮新娘服，名稱源自二十多
年前內地電視劇《橘子紅了》周迅扮演的
女主角三姨太秀禾。

店主大約四十歲左右，自我介紹姓
王，哈爾濱人，他說這家店售賣的所有旗
袍，都是自家設計的品牌，每件價錢從一
千多至十幾萬元不等，我問還有哪些是純
手工製作的，他帶我看一套景泰藍旗袍，
既有古典美又有現代感，裙和褂的領、
胸、肩、袖口的銀色花紋富有立體感，製
作精緻，上衣五排如意扣更是一絕，紫布
條加金絲套做成的扣眼，扣住一顆小巧玲
瓏景泰藍繡球，與其說這是一件旗袍，不
如說是一件藝術品。 「這套是你們的鎮店

之寶嗎？」 我問， 「像這種檔次的，我們
店有十幾套」 ，王經理答。臨走前，我和
王經理互加微信。孤陋寡聞如筆者，從未
在服裝店見過如此令人驚艷的藝術品，想
對這家旗袍店了解更多。

後來我和王經理在微信聊起來，這家
旗袍店的總部在北京，是一名張姓 「八○
後」 設計師於二○○九年創立，迄今擁
有八個品牌，他本人是其中一個品牌的
負責人，公司在全國各地有幾十家分
店，這家瀋陽店剛開張兩個多月。 「我
們老闆是有夢想和使命感的人。去年我
們的品牌獲邀參加慶祝中法建交六十周
年的巴黎服裝展，當地媒體大讚中國還
有這麼美的服裝！今年九月，我們還將
應邀參加意大利米蘭服裝節。」 王經理
的語氣中流露出自豪和對老闆的敬佩。
我在網上找到關於這家旗袍品牌的介
紹，其中有這樣的表述： 「透過傳統古
韻的現代演繹，以衣裳為載體向世界傳
播新東方的美學」 ，這應該就是王經理口
中那位年輕的旗袍品牌創立者的夢想和使
命吧。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需要科技創
新，也需要文化創意創新。西方各種名牌
服飾 「征服」 全球消費者這麼多年，是時
候我們用中國品牌向全世界展示東方美
學。旗袍是中國獨有的女性服裝，把旗袍
做到藝術品的級數，需要天才的設計和巧
匠，而要令其成為向世界傳播新東方美學
的載體，還需要大格局的市場策略。 「你
們有沒有打算到香港開分店？」 我問王經
理。他說： 「我們老闆想要讓中國服裝品
牌走向國際，香港是國際大都市，如果有
機會相信我們一定會去的。」 祝這位旗袍
店老闆的夢想早日實現。

准風物談
胡竹峰

不知道是紙本筆墨，還是山河往事。
春日，水牛或者黃牛，一臉憨厚，或立或
卧，或泅鳧水中或行走路途。牛背上，鄉
村牧童悠然自得，無所事事，看看山，看
看水。麻雀也來湊趣，人小，牠更小，還
有更小的蜻蜓，端端趴在牛角上，風一
吹，搖搖晃晃，翩翩欲飛。偶有花香飄過
來，鳥語聲也飄過來，啾鳴不絕。倘或下
點雨就更好了，四處清幽，執把傘，捧書
亂讀，埋頭鑽進字裏，是水泊梁山故事，
是瓦崗寨故事，是十八路反王故事，是刀
劍故事，是拳腳故事，是神魔故事，身心
墜進紙頁，越陷越深，無法自拔，恍恍惚
惚，不知哪年哪月哪日哪時。抬頭四望，
山林孤寂，牛跑得不見蹤影，只得滿山遍
地找，那物卻在山凹處悠然而食，不急不
慌。

好像一瞬間，其實已經三十年，牛走
遠了，牧童走遠了，多少人就此遁入虛
空，再也遇不到。日常裏，鄉下不大能看
見牛了。有年相遇，牧童換作老翁，緊緊
跟在牛身後，一彎彎繞圈，犁刀掀開沉睡
了小半年的水田，泥腥氣撲面而來，田泥
分開，爬上犁尖滾向一側。一條黃鱔從溝
底驚起，搖擺着想要逃走。犁田的老翁停
下來，輕輕拉下繮繩喝住牛，一個箭步，
上前拿住那物，轉身丟向田埂的竹籮……
這樣的場景有夕陽黃昏氣，眼看着日落西
山。

黃牛背上的牧童，如今怕是僅存於水
墨畫裏了。林中迴盪的歌聲早已消散，鳴
蟬、黃鸝、白鷺、翠柳、青天，在泛黃的
舊紙堆靜靜地斯文流傳。經史子集流傳，
詩詞歌賦流傳，筆墨丹青流傳，文章天下

流傳……有時泉眼無聲，有時叮咚潺湲，
有時春溪響亮，有時滾滾長江，有時靜水
深流，有時洪波湧起。

歲月驀然驚心，流年倏忽暗換，老了
一代又一代牧童，詩風還在，從先秦風雅
頌裏起身，翻越秦漢的山嶺，拂動魏晉的
竹林，吹向隋唐的平原，直上宋元的峰
巒，鑽進明清的弄堂，穿過白日，穿過暗
夜，經過我的筆尖。舊稿裏寫過一首七
絕，說的即牧童事：

牽牛飲水過橋西，河岸青蛙徹夜啼。
無賴小兒初識字，二三四六數雛雞。
牧童的詩太多太多──
綠草如茵的唐朝原野，黃昏之後，吃

過飯的牧童蓑衣也不脫，靜卧在月夜草地
上。

牧童騎牛過村，笛聲和着清風。熙熙

攘攘的名利客機關用盡，哪有如此瀟灑。
綠草長滿池塘，水溢到岸邊。遠山銜

住落日，水中倒影晃動，粼粼波光也晃
動。瘦弱的牧童騎在牛背上緩緩歸家，隨
口吹着短笛，爛漫得不成腔調。據說那笛
聲悠揚悅耳，扶搖雲霄，天間的仙人也不
禁駐足細聽，陶醉萬分，一時忘我。

小小漁翁，獨釣寒江，蓑衣輕搖水雲
鄉。

我是個樵夫，只合松濤、石徑、對斜
陽。

小小牧童，依然詩風，短笛橫吹月明
中。

我是個牧童，只合山林、田野、對雨
空。

雨是小雨細雨。牛毛雨淋濕牛毛，楊
柳絮染白楊柳。

牧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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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考量
兒子和女兒在

柏林國際學校最好
的朋友也是兄妹
倆，杰克和凱蒂，
德國人。這兩兄妹
從今年冬季開學便
去了倫敦，進行為
期半年的交換生學

習。總算，在復活節假期我們兩家人
重新聚在一起，正好兩個家裏的哥哥
都即將在九月開始高中最後兩年的備
考大學，我們便聊起了各自對小孩未
來讀大學的考量。

對於他們舉家遷往倫敦半年，陪
同小孩進行交換生學習，我深表佩
服。要知道，搬來搬去這可是個大工
程。杰克和凱蒂的媽媽達尼爾點點
頭，苦笑着說： 「我知道會是個大工
程，但沒想到這麼大的 『工程』 ，可
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還要昂貴得
多。」

達尼爾說起兩個小孩在倫敦的生
活。他們去倫敦讀的是英國的德語學
校，所以呢，大部分課程都是德語教
學。而兩個小孩在柏林的時候跟我們
家小孩一起，讀的是柏林的國際學
校，英語教學。所以他們從小學習的
科目專業名詞都是用英語學的，到了
倫敦用德語上課，發現很多居然都聽
不懂。

有意思吧，這個德國家庭在柏林
把小孩送到國際學校學英語，現在在
倫敦又把小孩送到德語授課的德語中
學惡補德語。這是為什麼呢？

達尼爾慢慢解釋給我聽。作為父
母，他們是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個國際

化、能適應各種文化和語言的人。所
以杰克和凱蒂從小不僅在國際學校長
大，課餘還學了中文，每逢假期他們
全家都會全世界旅行，感受各國的文
化。

臨近高中備考大學了，在選擇國
際考試課程和德國高考課程之間，他
們選擇的是德國高考課程。一是德國
高考相對國際考試來說更容易一些，
第二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以後在
德國讀大學學費極少，基本上可以算
免費了。

那麼問題來了，參加德國高考就
意味着要用德語考試，而這兩個從小
在國際學校長大的小孩對於專業名詞
的德語知之甚少，要 「抱佛腳」 的，
便是需要惡補一下德語。惡補德語的
同時，他們又不希望小孩的英語落
下。於是，便去了倫敦，讀了德語中
學。

有意思吧？真沒想到德國家長的
腦路這麼蜿蜒曲折。我問：

「那杰克和凱蒂覺得怎樣呢？」
「他們很高興這個學期結束就可

以回德國了！」 她笑了笑說， 「不過
我們這段時間有機會在英國到處旅
行，感受英國社會不同的風情文化，
覺得還是蠻有收穫的。對於他們以後
如果想來英國讀個研究生什麼的，應
該也是很好的鋪墊。」

不遠處女兒和凱蒂在一起聊得眉
飛色舞，我敢肯定聊的不是學習。而
她們的哥哥在一邊顯得就要沉穩許
多，聊他們的課程，聊歐洲和英國的
大學，儼然已是成熟的小小男子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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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的文化傳播
雲 德

（
北
京
篇
）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說到底就是一部人
類文明的進化史。文化，作為與人類相生相隨
的精神創造物，不僅幫助人類思考有關生命、
存在以及終極關懷的價值與意義，而且還是他
們理解世界、應對挑戰、尋找情感寄託的心靈
棲息地，不僅塑造着族群的身份、形象與歸屬
感，而且還是他們對外交流、尋求共識、協調
行動不可或缺的溝通介質。同時，文化還透過
語言、禮儀、習俗和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及法
律制度等，為人類社會制定可資遵循的行為規
範。毫不誇張地說，文化堪稱人類社會的靈魂
血脈，是維繫世界和平與推動歷史發展進步最
為重要的思想源泉。

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初始文明的發展經歷
了上千萬年的漫長歷程。其間，不同民族和族
群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中，依據自身的生存條
件、生活方式和心理習俗，進行着各自帶有鮮
明民族特性的文化創造，坊間流行的所謂四大
文明、六大文明、八大文明之說，大抵都是相
關民族在這漫長歷史時期所創造的偉大生命結
晶。

直到公元前五世紀，人類智能在長時間積
累的基礎上開始發生由量變到質變的空前突
破，中國的老子、孔子、莊子，印度的釋迦牟
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阿基米
德等橫空出世，歷史進入了雅斯貝爾斯所認定
的 「軸心時代」 。正是在這創造性思維集體迸
發的軸心時代，東西方超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
時登上歷史舞台，其影響一直延續現在。後
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細劃的人類二十六種
文明樣式，除了古印第安文明之外，其他文明
形態大抵都是軸心時代原創文化的衍生品。

進入十九世紀，經過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
和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
的重大變革首先把歐洲國家聯結在一起，族群
交往日益頻繁，文化傳播空前密切，呈現出經
濟文化一體的最初萌芽。伏爾泰、歌德和馬克
思等人針對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拿古代作家為典

範，荷馬、德謨克利特、維吉爾、西塞羅等彷
彿已經把歐洲各民族納入他們的統治之下、組
成一個統一文藝共和國的新情況，有關 「世界
文學」 的概念被正式提出。由此，人類文化的
傳播與交流開始步入突飛猛進的快車道。

如果說，蒙昧文明階段的文化交流僅局限
於戰爭、商貿、交通和人群遷徙過程的緩慢推
進，文化傳播的方式主要靠縱向歷史繼承的
話，那麼，工業文明階段，隨着出版印刷、報
刊通訊、廣播電視的逐漸問世，文化傳播的節
奏開始變快，發展到數字化時代，文化信息的
即時、交互和海量傳播的狂飆突起，立馬讓文
化加速跨進了網絡化輻射傳播的歷史新階段。
科學統計的數據顯示：十八世紀人類的知識更
新周期大約是八十至一百年，十九世紀縮短為
三十年，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縮至十年，
進入新世紀，人類知識更新的周期已縮短到兩
年。

這巨大歷史性變革，既是文化發展的機
遇，更是嚴峻的挑戰，它經常把世人置於某種
興奮與迷惘交織不清的狀態之中。儘管社會應
對的選項很多，但至少有三個問題亟須鮮明回
應。

首先是如何適應歷史巨變的客觀需求，盡
快建立起新型文化傳播的倫理秩序。數字化時
代海量的文化信息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愈益加劇了受眾辨識的難度和社會管理的難
題，即便你刻意封堵，也無法阻止其肆意流竄
與蔓延，任何企圖在自我封閉中孤立發展的奢
望，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當下最迫切需要採
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要努力加大優質產品的
供給力度，讓更多優秀的文化產品佔領網絡空
間，以有效阻止文化市場上劣幣驅除良幣現象
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必須練就與狼共舞的
高超本領，有關部門務必保持足夠的心理承受
力和思想包容度，相信網絡不是洪水猛獸，那
些庸俗、低劣、虛假的東西可能一時吸引受眾
眼球，但絕不可能長久霸佔人們興奮神經的中
樞。網絡文化的發育總也需要一個去蕪取精的
淘洗過程。抗禦不良文化的審美免疫力，一定
會在良莠不齊的自然文化生態的改造中漸次生
成且逐漸鞏固起來。

其次，不論社會環境多複雜、治理壓力多
大，都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定不移地按
照文化生產與傳播的規律辦事。數字時代的文
化傳播是個多元並進的 「量子糾纏」 式的系統
工程，那些自以為是、高台教化式的強硬推
銷，可能先入為主地讓人產生逆反情緒，便達
通暢的傳播渠道恐難以形成。只有轉變觀念、
放下身段，採用人們便於接受、樂於接受的柔
性方式，把文化動人的魅力融會於和風細雨、
潤物無聲的平等交流之中，才能營造寬鬆和諧

的交流氛圍，進而出現心悅誠服、心甘情願自
主接受的良好效果。

第三，面對資本的全球流動和一體化的世
界市場，面對日益加劇的集約式信息爆炸和嚴
峻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競爭，人類資源共享、
互通有無的國際合作以及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大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即便如此，大家也必須牢牢謹記，全球化語境
下的文化傳播，絕不是某些文化符號塊狀的物
理位移，而是一種深度勾連與交融的化合反
應。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文化的傳播與受納，
既受制於本土的生活習俗和歷史傳統，也受制
於接受對象的構成和審美情趣的變遷，是一個
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既不斷衝突又不斷融
合的雙向往復的運動過程。數字時代的文化交
流的出路，不是泯滅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個性、
終極導向模式化的統一規制，而是在文明互鑒
的基礎上，推動世界文化更加生機勃勃地異態
紛呈、多樣共生。只有文化的豐富多彩，才是
人類文明進步的輝煌未來！作為一個發展中的
文明古國，我們以開放的心態提倡互學互鑒，
絕不意味着對某些強勢文化單向度的歸附，而
是立足現實、關注前沿，從當下生產生活實踐
中開掘新型文化內容與形式的生成依據，站在
人類思維的新高度上獨闢蹊徑，不斷增強文化
創新的能力，用更多既有豐厚歷史底蘊、又能
展示當代中國風貌，既體現人類共同命運和審
美價值、又能在世界文化園地佔據一席之地的
標誌性產品，讓中華民族的新創造為人類社會
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和石破天驚的文化驚喜。
捨此，我們或許別無選擇。

作者簡介：雲德，文藝評論家，原中國文聯副主席。曾出版《期待的
視野》、《文化的視點》、《審美的視角》、《直面文
壇》、《守望精神》、《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選擇》、
《新時期文藝思潮概覽》、《藝文半知錄》、《唱得梨
園絕代聲》、《雲德評論文選》（6卷）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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