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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後港青在穗設工作室後港青在穗設工作室 盼再現華夏衣冠之美盼再現華夏衣冠之美

對於外界紛紛給予的「匠人之心」，鍾毅直
言自己不算是匠人。鍾毅認為，自己並沒有從事
布料的製作，工作室有專門的製衣師父，自己就
是主抓理念，做設計。
鍾毅讀中學時從歷史書上得知，清朝滿人入

關，大舉剃髮易服，漢人的一直引以為傲的服飾
文化體系就此斷裂。正是源於歷史書上的這段記
載，鍾毅感受到了濃郁的歷史文化的缺失感。

首訪女友家 堅持穿漢服
如何傳承漢人服飾的美感，少年鍾毅也曾天
真爛漫過。有整整一年時間裡，鍾毅每天穿着漢
服出行，希望感染到周邊的人。但是，外界對他
的行為傳遞出了不適感。比如，在他和朋友組織
漢服聚會時，有人把漢服當作和服，有人當成韓
服，也有人笑說是道士下山，或者是當作在玩
cosplay。
不過面對這些千奇百態，鍾毅依然堅持不懈。
就算是第一次到女友家裡拜訪的機會也不放過。

對於穿着一身漢服出現的女婿，如今鍾毅的岳母
講起來，還是笑哈哈。回憶當時的場景，岳母感
慨，有點奇怪，為什麼要穿成這個樣子？
又有一次鍾毅拉着女友一同穿着漢服前往一

家日料店用餐時，鍾毅更附帶紙條標註：「這是
漢服」。

盼每件作品 可對外展示
經過一年的漢服出行，鍾毅最後無奈地稱，穿

漢服是能吸引外界眼球，但並不能激發大家了解
漢服的慾望。對此，鍾毅開始反思，漢服在如今
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鍾毅洞悉到，在現代漢服出現的最重要、也

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場合就是婚禮。找到這個切入
點，鍾毅開始找到了漢服私人定製的入口。目前
鍾毅的漢服工作室「明華堂」出品，屬於禮服正
裝的私人定製範疇，價格從人民幣3,000元到
10,000元不等。
根據客人要求定製，鍾毅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是

一件活生生的衣服，可以開心演繹、對外展示，
而不僅是一件活在畫卷和古籍資料裡的文物。
談及民族傳統服飾，順勢就會談到文化自

信，鍾毅期待，有一天走在大街上，身穿漢服的
年輕人滿心歡喜，外界投以平常的目光。如此，
文化自信和傳承也就走入百姓家。

鍾毅最初對「漢服」只有一個模糊的
概念，熱情主要都擺在組織各種宣

傳漢服的活動上，希望能最快地將「漢
族擁有自己的民族服飾」這一概念廣而
告之，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效果甚微，
回頭方覺活動組織得再多都好，服裝本
身沒有做對、做精、穿着場合沒有講
究，是無法與大眾形成共鳴、亦無法真
正走入民眾的生活中。

參照傳世實物反覆實踐
鍾毅於2007年在廣州設立工作室「明

華堂」，在不影響學業的前提下，開始
有系統地對漢族服飾的製作進行研究。
與此同時，在廣州美術學院求學期間，
鍾毅利用大小假期走訪了內地許多城市
的博物館。經過這段有針對性的遊歷，
漢族民族服飾的結構形制及工藝變得越

發清晰，重現明代漢族傳統服
飾的可行性大大增加。
2008年7月，「明華堂漢民族

服飾研發中心」在香港正式組建
註冊成立。為了重現真正意義上
的漢民族服飾，鍾毅根據形制要
求並參照傳世實物，在繪製圖
紙、打樣製版、裁剪方式等方面
嚴格遵守傳統縫紉工藝。在反反
覆覆，拆了縫、縫了拆的大量手
動實踐下，最後在直裰、襖
（襦）、馬面裙、披風等一批漢

族民族服飾中最具代表性的款式中，取得
了漢服製作的突破。

嚴謹態度獲同道人支持
馬不停蹄，鍾毅又把漢族傳統面料的研

究與復原工作正式提上議程。當時，立足於
珠三角的相關市場進行調查，為了掌握第一
手資料，鍾毅和夥伴們也曾專程跑到北京、
江蘇等地的博物館去實地考察。這樣嚴謹的
實地考察態度，讓鍾毅的行動獲得了許多民
間獨立研究者、學術群體的關注及支持。

盼正視歷史劇服飾造型
鍾毅告訴記者，他對漢族服飾中最普遍

且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批民間紋飾進行了優先
的復原與開發，以傳統工藝使之復原。「四
合如意雲紋」、「纏枝蓮紋」、「纏枝葡萄
紋」、「遍地如意雲紋」、等一批絲綢織金
暗花緞，在市面上消失了將近二百年之後，
終於得以重現，現在也重新熱銷於市。
當下，內地大小熒幕，古裝歷史劇量產

頗豐。劇作中的民族服飾，尤其是歷史劇
集，鍾毅和妻子往往都不敢看多第二眼。
諸如，在很多歷史劇中，青銅器、花瓶上
的花紋都往衣服上貼，漢族的女性什麼東
西都往頭上插。鍾毅稱，五花八門的歷史
劇裡，許多的人物服飾造型，混亂得像一
齣科幻劇。
如今鍾毅的團隊已開始開展一個新的工

作項目，希望將整個明代各階層的服飾都
重現出來，對相關歷史題材的影視服飾產
生一些影響，也希望有機會參與一些影視
服飾的還原製作，就算免費贊助也樂意。
鍾毅認為，歷史人物要靠故事情節來推
動，人物真實與否就直接影響到作品的嚴
謹性，而影視傳遞的真實感，也和人物身
上的服飾以及起居環境相聯繫，這是歷史
劇的「普世原理」。
在廣州做漢服將近10年，要重拾失落

的華夏衣冠、復原阻斷三百多年的工藝、
推廣漢民族傳統服飾，鍾毅依然覺得這條
路才剛開始。

鍾毅反覆告訴外界，漢服並不
是漢朝的服飾，而是歷代漢人的
傳統服飾，並根據生活起居不斷
演變，發展到明代，有了最終的
定式。在這樣的講述與交流中，
鍾毅發現，現代漢服應該以明代
服飾為參照。
為了弄清楚漢服本來的樣子，他

跑去圖書館和博物館，大量查閱關
於明清染織、織布、紡織等方面的
一些書籍資料，慢慢理清了思緒，
「漢服原來就是這個樣子。」
為了做出心目中的漢服，鍾毅

決定從設計到布料，再到最後的
裁剪、縫製，每一個步驟都要親
自動手。鍾毅習慣先在紙上一筆
一筆手繪紋飾，然後再用電腦勾
線，上色，他畫的每一個花紋圖
案，都有歷史考據。

製作過程一絲不苟
早期，如何從設計圖到實物呈

現，這個製作過程原本並不困
難。但是在鍾毅手中，單有一款
「雲錦實地沙」布料，就花了一
年的時間和工廠對接，經歷了7次
打版失敗，也不妥協，直到打出
滿意的第8版。這種較真，鍾毅常
常會被早期合作的工廠嫌棄。原
因是數量不少，沒錢賺。
鍾毅則認為，做漢服，從一針一
線，到一鈕一扣，從每一處結構工
藝、每一寸花紋圖案、每一個細節
都必須嚴格按照漢服的款式進行。
在這樣的要求下，一件漢服從設計
到完工，往往要做幾個月，有時候
甚至費時大半年。至此，一件漢服
才可以送到喜歡它的人手中。

泰山皮影戲最著名的技藝為「十不閒」。所謂「十
不閒」指在皮影戲表演時，「腦中想着詞，口中唱着
曲，手裡舞着人，腳下踩着槌」。目前皮影戲「十不
閒」絕技只有范正安祖孫完整地繼承和保留下來。
在《泰山石敢當》表演過程中，范正安手執皮影、腳

踏樂器、口中念念有詞好不熱鬧，戲裡的石敢當勇敢又
不失幽默，詼諧的泰安俚語逗得觀眾捧腹大笑。聽其
唱，觀其形，無一不透着泰山文化的深厚、古樸。
學藝從藝幾十年來，范正安堅持用傳統技法、
道具，演繹傳統故事，表現原汁原味的泰山文
化。范正安說：「堅持傳統不是不吸取新的東
西，是要把『老』的和『新』的區分開來，老的
東西才能體現老的味道。」

小傳人為習近平夫婦製作皮影
受家庭的熏陶，范正安的孫子范方一從小就對泰山皮影格外

熱愛。3歲時就開始學習皮影戲並登台表演，表演起來有模有
樣。據介紹，小小年紀的范方一甚至根據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繪
本教材，獨自創作完成皮影劇目《失落的一角》。在今年的全
國少兒皮影大賽中，小方一憑借「十不閒」絕技摘得金牌。
范方一曾給習近平主席及其夫人彭麗媛做皮影人。整個製作

過程大概用了一個多星期，選稿、定稿、驢皮作畫、染色、縫
關節及防腐等環節全由他一人完成。
讓范正安一家沒想到的是，國家信訪局專門打來電話表揚范

方一，並鼓勵他將泰山皮影藝術發揚光大。

據范正安介
紹，2015

年，他隨國家
主席習近平訪
美，在「習奧
會」期間的中
美文化交流活
動中表演了英
文版《泰山石
敢當》。

廢寢忘食苦練英語
范正安告訴記者：「用英語表
演皮影是突發奇想，收到邀請才
開始準備。到了美國，用中文表
演美國人都聽不懂，這就失去了
交流的意義。雖然我的英語說得
不好，但也是對觀眾的尊重，同
時也想表達中國傳統藝人也善於
學習、敢於創新的精神。」

為了用英語進行表演，70多歲
的范正安花了大量時間練習英
語。「在去美國的兩個月前，外
孫女把劇本翻譯成英文。畢竟上
了歲數，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死
記硬背。早晨醒了背，晚上睡覺
前也背，簡直是入了魔，老伴經
常聽到我睡覺的時候嘴裡還念念
有詞。」范正安哈哈大笑，「背
了一個多月終於牢記了，不過還
是一口濃濃的泰安味，孩子們都
笑我這是Taiglish（帶泰安口音的
英語）。」

慕名者往泰安學藝
范正安的英文版《泰山石敢

當》受到了美國聽眾的熱捧，有
人甚至追到底特律、波士頓觀看
他的演出。
范正安告訴記者：「去之前，

我本來以為美國人對皮影戲不太
了解，觀眾可能不多，沒想到表
演的時候，不僅前邊站滿了人，
身後也擠滿了人，演完後好多外
國人拉着我拍照。」范正安不僅
現場表演了皮影製作，還讓在場
的觀眾也參與進來，體驗皮影的
魅力。
據范正安介紹，他現在每年要

到國外訪問表演七八場，到訪的
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澳洲、新
加坡、埃及、泰國和香港等，英
文版《泰山石敢當》成了他的固
定節目。
令范正安欣喜的是，許多觀眾

在看了范正安表演後來到泰安交
流學習。「外國人對泰山皮影這
項藝術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
認同、喜愛，讓我覺得特別高
興、自豪。」范正安說。

英語演繹泰山皮影戲英語演繹泰山皮影戲
「來者何人？俺乃泰山石敢當！膽大的

妖狼，竟敢在泰山上攔路吃人，俺豈能容

你！」一陣熱鬧的鑼鼓聲中，泰山皮影第

六代傳人范正安為觀眾帶來了一場經典泰山皮影戲劇目——《石敢當．

伏狼》。泰山皮影戲是一種古老民間藝術，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近年來，范正安多次走出國門，用英文表演皮影戲，在海外舞台上

秀出百年絕技的國際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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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安表演范正安表演
「「十不閒十不閒」」絕絕
技技。。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臥龍記者胡臥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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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安教孫子范方一製作皮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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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星林志玲前不久身穿漢服登上紐約時代廣場的大熒影星林志玲前不久身穿漢服登上紐約時代廣場的大熒

幕幕，，一時之間風光無限一時之間風光無限。。松花色的漢服松花色的漢服，，將東方女子的將東方女子的

溫婉美麗表現得大氣十足溫婉美麗表現得大氣十足。。林志玲在分享漢服的故事時林志玲在分享漢服的故事時

稱稱，「，「中國有禮儀之中國有禮儀之大大，，故稱夏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有服章之美，，謂之謂之

華華。」。」從林志玲口中的分享從林志玲口中的分享，，外界很快獲悉外界很快獲悉，，這身漢服這身漢服

的設計者的設計者，，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是一位來自香港的8080後的後生仔鍾毅後的後生仔鍾毅。。香港香港

仔和漢服仔和漢服，，這是一看似有點新奇的組合這是一看似有點新奇的組合。。對此對此，，鍾毅表鍾毅表

示示，，中學時期的歷史課本中中學時期的歷史課本中，，那一句那一句「「滿清入關滿清入關，，削髮削髮

易服易服」，」，漢族一直沿襲發展數漢族一直沿襲發展數千年的服飾傳統就此斷千年的服飾傳統就此斷

裂裂。。這短短一句話這短短一句話，，攪動了鍾毅對於復興漢服之美的初攪動了鍾毅對於復興漢服之美的初

心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胡若璋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整年漢服出行 盼感染周邊人 參考明代服飾 嚴控製作細節

■林志玲身穿鍾毅設計的漢服，登上紐約時代廣場
熒屏。 網絡圖片

■■1010年前年前，，鍾毅鍾毅
和朋友們身穿漢和朋友們身穿漢
服走在街頭服走在街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坐在工作室做設計的鍾毅坐在工作室做設計的鍾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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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安和外國學生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