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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园舞起浪漫的调调

□□ 本报实习记者 郑芋

伴随着刚刚过去的“金九银十”，

全球各地的时装周都已纷纷落幕。在

全球时尚领域，中国时尚界似乎更加

重视“时尚+科技”的融合，国内众多时

装周打出科技标签，期望科技力量助

力时尚产业腾飞。

各地潮动

今年 3 月，在 2019 深圳时装周上

科技独角兽企业柔宇科技在现场刮起

一阵科技时尚风暴，秀出了多款以超

清柔性屏为核心科技的柔性时尚单

品，包括可以实时播放视频动画的手

提袋、柔性屏时尚衣帽、世界首款可折

叠柔性屏手机柔派（FlexPai）等，成为

众多嘉宾、设计师、时尚达人的时尚合

影神器。

科技成为深圳时装周的主要亮点

之一：众多科技元素融入独特的设计

美学，成为推动时尚与生活深度结合

的利器。

同样，在 3月的上海服装周上，户

外运动先锋设计师李伟刚与运动品

牌安踏跨界合作的“工业革命”主题

系列，用最前沿的材料，把科技融入

生活，搭建当下与未来的桥梁，描绘

了一幅未来感与科技感极强的星际

蓝图。该展也成为上海服装周的点

睛之笔。

10月，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不少

设计师都大胆寻求将时尚与科技相融

合。今年的北京国际时装周期间，作

为致力于发挥智库功能、为北京时尚

之都建设贡献前沿思想的2019北京时

尚高峰论坛，以“科技赋能时尚、开启

消费新时代”为主题，汇聚多领域知名

专家、时尚人士等，通过跨界思维碰

撞，多角度、全方位探讨时尚产业发展

的新生态与新格局，为在新消费时代

品牌赋能指明了战略方向。

趋势还是借势？

北京、上海、深圳都是国内时尚前

沿城市，在时装周上频频打出科技牌，

也确有科技元素融入其中，但观察起

来具备相当科技含量的企业仍然相对

有限。

今年，手机界的“老大哥华为开始

做衣服了”的消息让人们充满了好奇。

华为邀请了设计师杨子与人工智能合

作，共同创作了时装胶囊系列——“时

尚天赋”，推出跨界时尚领域的第一件

作品——高科技服装。华为在时尚领

域开了先河。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朱岩说：“科技本身需要有时尚来把它

变成更加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科技

本身也是人们现在越来越有的一种共

性认知，所以时尚自身也需要基于科

技来重构。”

有网友提出目前国内科技与时尚

的结合更多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关注，

尚未进入实质融合发展的阶段。

“国内时尚领域与科技的结合还

处在初级阶段，但世界科技与时尚的

结合已经是方方面面了。”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博士王旭东说。

北京国际时装周前夕，作为主办

方，北京时尚控股旗下铜牛集团与深

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签署了

合作协议，将在宇航高科技服用材料、

智能感知材料、可穿戴装备、特种安全

服装等领域展开研发和深度产业合

作。铜牛集团总经理贾晓彬说：“我们

觉得产品本身的创新需要科技来支

撑，把握好新一代消费人群的需求，更

需要科技支撑。”

科技的时尚范儿

在全球时尚领域，科技的应用已

经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了产业链

的每一个环节。在服装领域，国内的

应用情况如何？

从宏观产业链来看，服装的印染

对于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使用后旧服

装垃圾回收问题，目前已成为时尚领

域头疼的行业可持续性难题，这些需

要通过科技来处理和解决；从服装产

业前端来看，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研究

也已经不断地通过新科技发生着改

变，市场热门的可穿戴技术正是目前

科技与时尚领域结合的重点。以铜牛

集团为例，已经在研发可以监控人的

脉搏、血压、生态体征的服装。从服装

产业后端来看，目前服务于销售、市场

与科技结合的范例也较为丰富。比如

3D打印、人工智能设计服装系统。

“前几年，3D打印技术在国内外都

已经呈现并应用在时尚领域，由于目

前受困于材料等转化问题还未能产业

化。人工智能近年来比较热，但目前

参与时尚领域还是初级阶段，参与的

人数比较少。”王旭东说。

6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

酱菜企业六必居玩起了跨界。

11月 8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粮食店街 3号的六必居·金鼎

轩主题餐厅开业了。当天，同

样位于西城区粮食店街3号的

六必居博物馆也举办了开馆

仪式。

六必居与北京市著名餐

饮品牌之一的金鼎轩跨界打

造的六必居·金鼎轩主题餐厅

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开办

“酱”文化餐厅，将非遗元素、

博物馆文化元素、创意京菜元

素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用百

年老字号 IP和金鼎轩口味 IP

打造前门商业圈网红打卡地。

“这次是老字号企业经营

模式的创新升级。六必居在

规模效益上始终位于全国老

字号的领先地位，希望六必居

讲好非遗故事、弘扬工匠技

艺，把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融入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物质追求

与文化追求当中。”北京市西

城区副区长缪剑虹说。

走进主题餐厅可以看到，

为了展示北京城的美丽风光

与人文特色，餐厅独具匠心使

用了楼中楼的装修风格。老

北京地标与前门商业氛围的

艺术化呈现，融化在墙壁、窗

棂、桌椅、柜台、餐具等设计细

节中。

老北京人何义涛品尝过

“六必居黑蒜红烧肉”“六必居

炸酱面”等新菜后说：“看着满

堂的各色小吃，再品过老北京

的炸酱面，不由感到四合院内

的烟火味道再次重现。”

主题餐厅用完餐，顺着

扶梯登上二层，六必居博物

馆里 600 年的老字号品牌历

史展现在人们面前。账册、

照片、功牌、印章、房契、算

盘、油灯、酒壶、牌匾及生产

制作器具，这近百件藏品好

似在娓娓说话。六必居博物

馆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生生不息的“六必”祖训、

栩栩如生的人物典故、大量

翔实的史料文物，呈现给国

内八方来客和四海宾朋，使

人们身临其境了解这个历经

沧桑近 600 年酱园的创立与

发展，共同分享中华饮食文

化的积淀与传承。

“美食过后再来一场文

化的盛宴。”何义涛对全新的

文化餐厅模式赞不绝口。等

吃饱喝足，店内准备的酱菜

等伴手礼，能延续这份口福

享受。顺手带点酱菜回家，

更是一种接地气的时代穿越

和新时代“国潮”生活。

北京城内美食如林，一

家酱菜品牌老店要做好坚守

与传承必定有其“工匠”精

髓。六必居如何不断创新，

保持老字号的活力？北京六

必居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武

保华说：“六必居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传承的核心是老字号

的精神、文化、理念，六必居

的‘六必’祖训就提倡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2008年我们

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此过程中我们收集了

很多老物件及文物，因此萌

发了建立六必居博物馆的想

法，博物馆能够充分展示六

必居的前世今生。”

工艺、产品的创新都需

要跟上时代的消费潮流，六

必居这些年投入大量资金和

人力组建研发团队，重点攻

破酱菜的降盐难题，也开发

一系列营养健康的产品。“在

营销方面我们也有创新，用

开办主题餐厅的形式，我们

希望探索出零售加餐饮结合

的模式，让更多人了解六必

居的饮食文化。”武保华说。

据金鼎轩相关负责人介

绍，金鼎轩成立于 1993 年。

从东直门簋街“24 小时营业

第一家”起始，金鼎轩以经营

粤、鲁、川、淮四大菜系及南

北特色点心为主，迄今已拥

有 多 种 业 态 ，共 约 30 家 门

店，成为京城具有较高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餐饮品牌之

一。出于对酱文化的理解与

热爱，近年来，金鼎轩一直着

力布局旗下全新品牌——小

酱房南北酱菜。此次与中华

老字号酱园六必居战略合

作，更是深度跨界。金鼎轩

精湛的烹饪技艺、六必居地

道的酱菜、京城的历史底蕴、

博物馆的文化 IP、前门地域

的场景，一切元素在这里融

合，为食客炝制出皇城根下

的烟火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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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婷

在一个布满钢丝网的玻璃盒子

内，一位头戴钢盔、面戴防护罩的工

人在闪烁的光影中时隐时现。他舞动

着肢体，是在跳街舞，也是在锻造钢

铁。一阵突如其来的黑暗之后，眼前

猛的出现锻造钢铁的火花，光芒四射、

璀璨夺目。人们纷纷举起手机，将眼

前由工业文明与舞蹈艺术结合创造出

的美妙瞬间记录下来……

2019首钢园环境舞蹈展演日前在

位于京西的首钢园区举办。多元的舞

蹈作品与首钢大环境交融，给观众带

来新奇观赏体验的同时，也让镌刻工

业时代烙印的、金属质感十足的首钢

园有了新时代的万种风情。

中国首钢集团（以下简称“首钢”）

始建于 1919 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

10多年前，在筹办北京 2008年奥运会

时，为了还首都一片蓝天，首钢熄灭

炉火，率先实施钢铁业整体搬迁。首

钢园区在首钢石景山厂区原址上开

发、建立，是我国起步较早的以工业

文化遗存为特色的主题文化园区。

漫步在首钢园区，人们可以看到高耸

的三高炉巍峨挺立，群明湖、秀湖倒

映着秀美的石景山。

展演从群明湖开始，三步一景，舞

蹈演出融于环境之中，有纤影立河畔

的《伊人如画》，有一往情深的《杜丽娘

柳梦梅》，有气势恢宏的《东方红》，有

舞于池水之上的《钓》，还有向往着未

来的《奔向2022》等，汇集了古典舞、民

族民间舞、现代舞、芭蕾舞、国标舞、街

舞等 30个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舞蹈

作品。“舞蹈走出舞台，走进环境，就是

希望能够与工业文明相融合、与时代

的步伐相契合，根据首钢园景的环境

本身创作出适合

这里的作品。”中

国舞蹈家协会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夏小虎说。

舞蹈为语言，钢铁做舞台，舞蹈人

在这里探讨舞蹈的肢体与建筑、自然

和城市空间等环境因素发生感知、对

接和生成，挖掘人与城市环境之间复

杂微妙关系的舞蹈文化形态。同时，

走出剧场，打破边界，舞蹈艺术的创作

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观演关系被重新定

义与组合，引领观众开启全新的艺术

审美体验。继去年 9月，由中国文联、

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首钢主办的第七

届中国舞蹈节“9·15”系列活动的环境

舞蹈展演，将舞蹈从剧场转移到工业

园区，取得了良好的业内反响。

今年，舞蹈展演与首钢园环境的

融合更进一步，表演地点从地上走向

地下、从园区外部来到高炉内部，连炉

渣也能成为十分好用的舞台道具。由

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民族大学联合创

作的《活着》，将熔炉比拟为孕育生命

的子宫，探讨钢铁与生命、社会与人如

何联结互生。管道与烟囱成了恰如其

分的舞美装置，舞者在高炉渣沟间舞

动着……这些平常在剧场里晦涩的现

代舞，眼下不再难懂。观众也因这特

别的环境，变得与艺术情境格外相融。

在秀池地下百年长廊灰色水泥质

地的巨大斜面旁，10个象征年轮的红色

陀螺椅上，是颈搭白色毛巾、雕塑般造

型的舞者。舞者的舞姿随人流变化，放

慢的动作带给观者无限想象。这是有

着刚毅风格的舞蹈作品《年轮》。

“真是一次很特别的观演体验。

从没想到能在秀池、三高炉这样的场

景下看到舞蹈表演，似乎令钢筋水泥

都有了浪漫的调调，感觉很高级！”观

众李先生一边拍照一边说。

“展演令人们看到了更多作品融

合了环境、舞蹈、装置、科技元素。舞

蹈行业发展到当代，行业边界逐渐淡

化，外延逐步延伸。舞蹈行业与其他

行业的进一步跨界融合，必定会为舞

蹈创作增添新的动力。”中国舞蹈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罗斌表示，舞蹈不仅仅

是原来那样一个范畴，也不仅仅是原

来那样一种做法，在任何一个自然状

态或者非自然状态，即使是非舞台的

环境都可以舞蹈。首钢园是一个巨大

的启发，也许将来还会有更多其他的

环境提供给舞蹈，“希望舞蹈这种发展

方向，能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

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

个时代的精神图谱。”罗斌说。

“时尚+科技”助力产业升级

华为创作的“时尚天赋”系列服装

深圳时装周上“会动”的手提袋

“会动手袋”让人们更加时尚

600年历史的六必居酱菜

舞蹈《攀》 黄凯迪 摄

舞蹈《工人》 黄凯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