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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退去，暖春已至。当下，国潮正盛！
2022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提出 ：“华服要与华服文化一同传播，才能真正让华服文化深深地长在中国人的心中，才会渐渐地推动

华服走向寻常百姓家。”确实，如今汉服不再是“小众文化”圈层的狂欢，旗袍也不再是中老年受众的独家审美，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破圈”而出，华
服是真正能影响世界的东方服饰文化。

为响应中央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号召、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农历三月初三“中国华服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推出本文，走近深耕华服领域的专家，
聚焦华服文化传承，剥茧华服背后的时代变迁，彰显“新东方主义”的华服文化之美。

小城姑娘，
走向世界舞台
这并不是赵卉洲

第一次在国际舞台

上崭露头角，事实

上， 早 在 2014 年，

这位株洲妹子就

以其过硬的技术

和对传统文化的

精准定位，在国际

时尚领域一炮而

红。

时 间 回 溯 到

2014年11月10日，

APEC( 亚 太 经 济

合作组织 ) 峰会正在北京

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领

导人的夫人一亮相，她们身

着的带有东方美学彩色的

华服迅速成为女人们关注

的焦点，而谁能料到，在

国际上掀起东方华服热潮

的设计师，正是湘妹子赵

卉洲。

“那是继 2001年上海 APEC 之后，官方

首次邀请国内设计师参与APEC 服装设计。”

回忆起当时激动的心情，这位已经颇负盛名

的湘妹子仍掩饰不住感动。

1992 年，赵卉洲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

去湖北美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正是出于

对服装一腔纯粹的热爱，她在 20 年间不断

地成长，才能作为“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

EACHWAY( 艺之卉 ) 时尚集团首席设计师，

赢得那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赵卉洲觉得，APEC 服装设计的总体思

路是不仅要体现中国元素，彰显东道主方的

文化内涵，展现大国风范，又要尊重和融入

其他民族的元素，同时在对中国元素的使用

上，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手法来表现。

“在面料的选用上，特意考虑到了APEC

开会期间的气候，服装需要既轻薄又保暖，

所以研发了羊毛和真丝的混纺面料 ; 在颜色

的选用上，主要以素雅色系为主，如：传统

的藏青、牡丹红以及浅杏色……”赵卉洲说。

如果说 APEC 领导人夫人们引发的“华

服热”仅仅是赵卉洲的小试牛刀，那么接下

来她与中国华服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华服之美，致敬女性力量

2022 年 2月，赵卉洲带领着“屏风之外”

设计主题亮相米兰时装秀，当被问及灵感来

源时，她笑着讲起了一个关于屏风的故事：“十

几年前我去加拿大时，偶然看见了一扇一百

多年前由华人制作的中式屏风，屏风上有黄

道婆织布的纹样，屏风底座由黑

色和金色的油漆浇漆而成，整

体非常的震撼和精美。”

此后，这扇屏风就被摆

放在了她的办公室内，也

成为了此次华服主题的缪

斯。

赵卉洲说：“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屏风内代表

了女性的活动领地，屏风

外则象征着男性权利。传

统的屏风之隔是一种对女

性思想与行为的禁锢。但

是当下，我们女性已经将这

些屏风作为装饰放在办公室

内，我们游刃于屏风内外，也能

平衡好我们在各个场合的不同角

色。”

在她看来，中国女性力量体

现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最好

的自己。

“就像湖南的江永女书，在那

个年代，女性在无法得到教育的环

境下通过自创文字来团结力量，展

现了女性智慧。”赵卉洲侃侃而谈，

而这也给予了她新的设计灵感，

2021年，她以江永女书为主题设计

了一整套华服，并将其带上米兰时装周，

以此来致敬中国女性的力量。

无论是“屏风之外”还是“女

书之上”，我们都能从赵卉洲的服

装设计中看到她的别出心裁——

女性力量的展现与女性意识的

觉醒。她将这种敬意与力量感

通过服饰具象化，让人们能够

通过视觉、触觉等最直观的感

受，了解这些华服之下的女性力

量与温度。

 

挖掘文化，
回溯中式审美
自2015 年开始，赵卉洲以“记

忆的空盒子”为主题开启米兰首

秀，此后分别以“丝路·新生”“中

国名伶”“中国茶”“中国灯笼”“中

国戏曲”“中国女书”等不同传统

文化为主题的作品，连续十次征

战米兰时装周。

从第一次的“丝路”到如今的“屏

风之外”，赵卉洲在华服上融入非遗文

化的功力愈发炉火纯青，她的设计理念也愈

发清晰：重新挖掘并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图腾与特殊工艺，通过设计与再创造，

赋予其当代审美价值。

“应该说，我刚开始学习服装设计那会

儿，就开始有意识地挖掘与保护传统文化

并进行收藏。”赵卉洲回忆道，特别是 2003

年参观了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博物

馆后，她暗自决定：“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

服饰文化底蕴何其深厚，总有一天我要让中

国也拥有不俗的时尚博物馆。”

然而这一次，幸运女神却似乎没有眷顾

这位“霸得蛮”的湘妹子。

2006 年，她在深圳举办了一场服装博览

会，在面积达 300 平方米的博览会上，她没

有放上一件衣服，而是将它做成了百年时尚

博物馆的展城，但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几乎所

有人的讥讽。“所有人都认为我在玩噱头，或

者认为这个设计师有点傻。在服装博览会上

面，你应该是卖衣服，应该是推销你的产品。”

同行的不认可并没有打倒她，2014 年艺

之卉博物馆终于落成，一向坚强的赵卉洲忍

不住激动地落泪。2020 年时，艺之卉博物

馆成了民办企业里唯一一家以时尚为主题的

国家三级博物馆。

但她没有止步于此，2016 年她还创办了

“卉基金”，致力于帮扶优秀的手工艺人，推

动非遗公益的传承与创新。而这些努力

也为她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档案资

料与强大的灵感来源。

如今国潮正当时，中国传统文

化涅槃重生，在坚持原创与挖掘

传统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几十

年的赵卉洲坦言，她更多的

是感到欣慰：“前期中国处

于一个模仿、跟随潮流的

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土壤

来做原创，原创设计发展

得非常辛苦。但随着中国

逐渐在国际舞台崭露头

角，近些年文化自信日

益增加，国内外都开始关

注中国品牌、中国元素，中

国传统文化终于等来了机会，

非常的不容易。”

当问及赵卉洲使命感的由

来时，她这样回答 ：“文化输

出并不是吆喝出来的，它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渗透过程，我

们的服饰文化也应有这样的使

命，让世界美美与共，并且对

于我们而言，在全球发出中国

声音，这是本能，是必然，也

是必须。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包括审美的养成与艺术修养的塑

造都无法离开‘中国’两个字，我

们的文化自信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来，也正是这种流露，让我们的作品

有温度，有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实习生 佘依依 供图：受访者

北 京 时 间 2 月 27 日
晚八点三十分，米兰时装
周现场。

在聚光灯下，伴随着
T 台上高挑模特迈动步伐
的踢踏声，浓烈与含蓄并
存的东方色彩映入观众的
眼帘，一场盛大的视觉美
学盛宴就此拉开序幕。

黑 金、 金 黄、 藏 青、
玫红等清末宫廷色彩中并
入了浪漫的摩登色彩，丝
绸、刺绣、提花等中国元
素中融合了西方的廓形表
达，柔雅含蓄的版型诠释
了当下的“新中式”风
格，此次时装秀设计灵感
来源于东方屏风的色彩与
图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
代表达惊艳了世界。此次，
是国际知名设计师赵卉洲
第十次征战米兰时装秀。

赵卉洲身穿“屏风之外”主题华服

10次奋战米兰时装周，她只为展现华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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