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亮的胸针是礼服的点睛之笔

12月 14日抵京的 GALO

12 月 14 日傍晚，几位中国朋友为

刚刚落地北京的瑞典著名华裔时尚设

计大师 GALO 接风，他与诺贝尔奖得主

屠呦呦一起归来。自从 10 月中旬接到

为屠呦呦老师设计诺贝尔领奖服饰的

任务至今，GALO 和助手叶雷就一直处

在繁忙无比的设计工作中，此刻，身心

疲惫不堪的他们，脸上却是开心的笑

容。

此次 GALO 为屠呦呦设计的礼服，

收获了中外网友的一片赞扬声。网友

们用“穿上设计经典的服装，昂首挺胸

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世界舞台上，这是真

正的国际范儿！”“屠呦呦老师的服装配

饰都设计得太经典了，美！”“中国人的

骄傲！屠呦呦的衣着太有品位了！”“敬

佩设计师独具匠心！”等等无数点赞，盛

赞这次 GALO 的服饰设计和制作，诺奖

颁奖典礼内外的屠呦呦，光彩照人，华

贵大气，倾倒了所有关注此次颁奖典礼

的人们。

曾经为数不清的欧洲王室成员以

及好莱坞巨星和钢琴家郎朗等设计服

饰的 GALO 对笔者说，这次为屠呦呦老

师设计服装，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不

仅仅是因为屠老师本人的身体情况，她

的腰部有伤，不得不带着腰托，给设计

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而且我感觉自己肩

负着 13 亿中国民众的重托啊！屠呦呦

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女科学家，也

是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亚洲女科学家，我

必须让屠老师以无与伦比的美丽登上

诺贝尔领奖台。

腰托使屠老师不能穿着计划中的

连衣裙，GALO 便为她设计了套裙。为

了体现美感，他反复研究如何剪裁，可

谓殚精竭虑。取名“紫气东来”的紫色

衣服（诺贝尔颁奖及晚宴穿）的蕾丝图

案象征宇宙星系之间的轮转，太极的阴

阳调和，图案上的黄花篙如星系之间的

链条，驱动着整体的运行，牵动着东方

思维的跃进，九九归一符号更说明着东

方成就的回归。

一般设计师为八旬女子设计服饰

通常选择佩戴珍珠项链等饰品，但这些

饰 品 很 难 与 王 室 成 员 佩 戴 的 珠 宝 争

辉。GALO 出奇制胜，选择用花纹绸缎

胸襟代替项链，使得那身紫气东来的领

奖礼服呈现出颇为与众不同的华贵，甚

至有业内人士称之为服装设计的无与

伦比之作。

领奖礼服的点睛之笔当属那枚漂

亮的胸针，其融合了凤凰的尾翼、蝙蝠

的翅膀以及女体的各种元素，相互融合

出一个美丽的标志，彼此相互堆叠而形

成如雄狮一般的雄伟肃穆，凤凰所夹带

的吉祥之气携着蝠（福）至，映衬出女性

的伟大，以及孕育着各种生机的勃发，

再加上紫罗兰宝石的质朴美丽，堪称女

性服饰一绝！

最引人惊叹的是这次屠老师佩戴

的玉手表，全世界独一无二。用中国玉

设计制作手表，是 GALO 的原创设计，

这次为屠呦呦设计的玉手表，最主要元

素包含泰安玉，又称平安玉、敢当玉。

泰山为五岳之首，众人登泰山而小天

下，登其峰而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为

皇帝封禅、诗人游历之圣地。GALO 藉

此灵山圣地之元素，将泰安玉的天然石

纹巧妙地融入植物的纹理，黄金的修

饰，加上 4 颗钻石的点缀，让整只表散

发着天地之灵气，玉石纹理包裹着 360

度的时针的轮转，象征着屠呦呦教授在

中医药领域长时间酝酿所获得的卓越

的成就。

屠老师手提的圆包是一个倒八造

型的包，搭配着黄花蒿，象征着黄花蒿

所拯救的数以万计的生命，也期望青蒿

素继续拯救无限的生命。另一个枕头

包的造型，借鉴了中国古代枕头的形

状，四个边角镶印着治愈万千病人的黄

花蒿。

作为瑞典籍华裔设计大师，熟悉西

方设计理念的 GALO，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运用不能不令人充满敬佩。

聊天中笔者得知，此次 GALO 不但

为屠呦呦老师设计了 4 套服装，而且在

短短一个多月内，为她的家人和中国领

奖团队共十余人设计和制作了服装。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这位身患癌症

的设计师去完成强度很高的工作？他

说 ，是 我 对 中 国 的 热 爱 ，让 我 不 知 疲

倦。屠老师令我由衷敬佩，她是中国

的骄傲！

很难想象，为了保护服装不受丝毫

的损坏，GALO 和他的助理叶雷两人是

如何亲自提着十几套沉重的服装和配

饰登上飞机的。在飞往瑞典飞机的头

等舱里，屠呦呦老师和她的家人及团队

在 GALO 和叶雷的指导帮助下穿上了

盛装，化好淡妆。当屠呦呦出现在瑞典

的时候，全世界为之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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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资讯

时尚设计师GALO谈诺贝尔领奖礼服
汪 融/文 汪 融 叶 雷/图

屠呦呦领取诺奖时佩戴的玉手表

屠呦呦身着礼服出席参加诺奖颁奖礼

本报讯 近日，日本文

化厅授予日中戏剧交流话

剧 人 社 理 事 长 伊 藤 巴 子

“2015 年度日本文化厅长官

奖”，以表彰伊藤巴子长期

从事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

尤其是长期致力于日中戏剧

交流，为增进日中两国戏剧

人士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

以及推动两国戏剧事业共同

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伊藤巴子于 1931年 8月

14 日出生在日本东京，1954

年从日本俳优座演剧研究

所附属养成所毕业后一直

活 跃 在 日 本 的 话 剧 舞 台 。

1965 年，她随同“第二届日

本新剧联合访华演出团”来

华演出，担纲若林一郎编剧

的日本民间传说故事《香具

公主》主演，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后，伊

藤巴子积极致力于中日戏

剧交流事业，访华次数多达

近百次。在她的推动下，日

本戏剧界与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等多个艺术团体和院校

保持密切交流，并多次进行

互访演出。

（欧阳安）

12 月 15 日，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

法国国家荣誉勋位勋章授予仪式。法

国驻华大使顾山代表法国总统奥朗德，

分别向中国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授予军官勋位，

向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原副局长蒲通授

予骑士勋位。

于 1802 年确立的法国荣誉勋位勋

章是法国总统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用于

表彰为法国军用和民用事业作出卓越

贡献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分为骑士级、

军官级、指挥官级、高级将领和大十字

勋章 5 个等级。授勋仪式上，顾山分别

介绍了 3 位获奖人的工作履历，高度评

价他们为中法文化交流事业作出的突

出贡献。3位获奖人感谢法国政府对中

法文化交流的重视，表示将为继续推动

这一重要事业而不懈努力。

对于蒲通而言，这是他第二次获得

中法交流领域的重要荣誉。2005 年 9

月 15 日，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德瓦布

尔代表希拉克总统向蒲通授予法国国

家功勋骑士勋章。法国国家功勋勋章

设立于 1963 年，是法国荣誉勋位勋章

之外的另一国家级荣誉。

据了解，蒲通第一次和法国的接触

源于他童年时看到中法合拍电影《风

筝》，后来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

语，毕业后一直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曾担任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公使

衔参赞，对法国语言和文化十分精通与

了解，在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蒲通说，中法文化各具不同特质，

也有很多共同点，这些构成两国的情感

基础。中法文化的包容性为交流提供

了可能，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又让

彼此互相吸引。中法文化交流在两国

全面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外文化

交 流 方 面 也 起 着 导 向 和 引 领 作 用 。

2004 年 至 2006 年 中 法 互 办 文 化 年 、

2014 年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活动等都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留下难忘印记，能够

参与见证中法文化交流的不断丰富和

深化令他深感荣幸。

“勋章代表了荣誉，值得看重与珍

惜。看重是因为它联系着中法文化交流

事业，珍惜是因为它联系着我与法国朋

友和中国同事结下的信任与友情。”刚刚

办理退休手续的蒲通表示，正因文化交

流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作用，在退休之际

荣获的这个勋章，激励他在新的人生坐

标上继续为中法人文交流尽绵薄之力。

12 月 10 日至 13 日，2015 年贵州省

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在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兴义市

举办，来自贵州省内各市（州）的文化产

业管理干部和重点文化企业负责人、骨

干约 160人参加了培训。

4 天的时间短暂、充实，培训课程精

彩、丰富，既包括专家学者的理论、业务

讲解，也包括一线从业者的“企业家讲

坛”；既有图文并茂的专题授课，也有生

动活泼的现场教学，学员们纷纷表示

“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高质量课程犹如及时雨

由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中央文化管

理干部学院、贵州省文化改革发展办、

中共黔西南州委、黔西南州人民政府主

办，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黔西南州

文产办承办的此次培训活动，得到了各

方的高度重视。依托文干院优势资源、

针对当地实际情况精心设置的课程和

项目，效果极佳。

黔西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春

红表示，黔西南州委、政府把文化建设

作为全州发展的软实力，形成加快文化

产业发展的共识，具有黔西南特色的文

化品牌正初步形成。但同时，当地文化

产业仍受到起步晚、体量小，分布散、交

流少等因素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借力外脑。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齐勇锋的《文化

资源的创意转换与产业发展模式》，中

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立波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与管

理》等，将相关领域前沿理念与实操案例

相结合，契合不同学员的需求，为他们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启发。台湾

artkey 艺奇文创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郭羿

承等企业家，也分别从文创产品生产、艺

术授权、非遗在现代的创新与发展等领

域，与学员分享心得。对黔西南马岭河

峡谷文化产业带、万峰林文化产业带以

及民俗婚俗博物馆等地的观摩研讨，则

令学员进一步了解到黔西南州多彩的文

化资源和产业发展现状，在学习经验的

同时，亦贡献自己的建议与智慧。

培训成果产生滚动效应

报名时，人数规模不断“超标”；课

堂上，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笔

记写了一页又一页；微信群里，各种学

习材料、信息资源不停地“闪烁”……源

于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文化人心

中那份勃发的激情，这种踊跃的态度贯

穿培训始终。

贵州星空音乐岛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董事长罗兴策表示，文化企业融资方

面相关知识此前了解不多，此次的课程

为他开启了新的思路。贵州黔北记忆

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表

示，专家提出的以服务当地百姓为根

本，发挥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模板价

值等，对园区建设都很有指导意义。“培

训班带来了前沿的文化理论和丰富的

实践课程，组织安排非常周到，老师与

学员、学员之间的交流，碰撞出很多火

花与机遇。很多同学意犹未尽，希望能

做‘留级生’。”六盘水文产办专职副主

任杨锦的这番话，更说出了广大学员的

心声。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企业家代表授

课的广东深圳贺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贺虹，重庆壹秋堂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创意总监綦涛，都是此前

参与过培训班的学员。她们通过与知

名快消品牌合作、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以

及发展电子商务等方式，推动非遗工艺

走上现代化、大众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的经验让学员受益匪浅。

培训之外，学员们的互动交流以各

种方式持续开展，分享资源、整合发展

成共同目标。贵州省黄果树多彩数字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章尚鲲表示，

此次培训认识到很多优秀的非遗传承

人，自己的智慧旅游信息化平台可以与

之合作、助其推广。此外，记者了解到，

文干院有计划地组织参加培训的学员

开展课题研究工作，以历次参训学员的

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为研究素材，汇集整

理了一批文化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目

前正计划出版发行，让这些智慧成果服

务于更多的文化产业人才。这些，都是

培训成果所产生的发散与滚动效应。

培训走进西部偏远地区

本次培训是“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

理人才培养计划”系列培训班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

长张旭介绍，在文化部领导的关心与支

持下，该计划作为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自 2014年初开始

执行，现已进入收官阶段。两年来，文

干院围绕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部署，

以文化部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工作、重点

项目为依托，面向全国各省区市的重点

文化产业园区、优秀文化企业组织开展

了 25 期专题培训班，涵盖演艺、工艺美

术、艺术品、动漫、游戏、创意设计、网络

文化、数字文化服务、文化旅游、文化娱

乐、非遗生产性保护十一大业态，累计

培养文化产业高端人才近千人次，为提

升国家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人员综

合素质、助力文化设施的转型升级和文

化企业的提质增效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放大资金的社

会效益和辐射范围，文干院将支持西部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增列入专项资金执行计划，深化

与地方的合作，送培训下基层。“今年 4

月，学院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组织的新疆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专

题培训班深受好评。在以往实践教学

的基础上，此次培训班又掀开了学院与

贵州合作的新篇章。”张旭说。

蒲通：荣退之后获荣誉
静 水 文/图

做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记贵州省重点文化设—记贵州省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施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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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粤剧活动人气高

本报讯 12 月 11 日，新

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与广东

粤剧院合作举办了粤剧“传

承与创新”系列活动。

当天，广东粤剧院的艺

术家首先在中心图书馆举

行了精彩的讲座。由曾小

敏主讲的《粤剧之美》、彭庆

华 主 讲 的《二 次 元 粤 剧 探

索》赢得了阵阵掌声。

晚上，中心剧场迎来广

东粤剧院优秀折子戏专场

演出。中国驻新加坡使馆

文化参赞肖江华、新加坡华

族文化中心 主 任 朱 添 寿 与

新加坡各界人士 200 余人观

看了演出。广东粤剧院二

团的青年演员为观众带来

了《穆桂英挂帅》、《易水送

荆轲》、《白蛇传》、《牡丹颂》

等经典粤剧片段，现场反响

热烈。

新 加 坡 有 许 多 戏 迷 。

粤 剧 、潮 剧 等 对 于 他 们 而

言，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艺

术，更多的是精神寄托以及

结交好友的平台。新加坡

中国文化中心将继续加强

与国内院团及本地艺术机

构的合作，推出优秀剧目，

为 老 戏 迷 提 供 精 神食粮的

同时，也争取吸引更多年轻

观众。

（焦 波）

主题汉语角
亮相马耳他

本报讯 12 月 10 日，马

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为当地

汉语学习爱好者举办了主

题汉语角活动。该项目作

为中心教学部门常规文化

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心汉语

班和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

的师生。

此 次 汉 语 角 的 主 题 是

谈论个人的兴趣爱好，由汉

语教师王导主持。活动中，

王导首先利用精美的教学

挂图向学员介绍了关于兴

趣 爱 好 的 系 列 词 汇 ，并 穿

插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传

统 运 动 项 目 的 生 词 ，学 员

们 兴 致 勃 勃 ，积 极 参 与 踢

毽子、太极拳等体验项目，

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轻

松愉快地掌握了有关汉语

词 汇 。 随 后 ，学 员 们 展 开

汉语交流。

主 题 汉 语 角 活 动 为 马

耳 他 汉 语 学 习 爱 好 者 体

验 纯 汉 语 的 对 话 环 境 、加

强 沟 通 与 社 交 能 力 提 供

了平台。 （李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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