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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彭 洁

“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林优
优身上，有一种中国古典女子的气质。
采访那天，在她经营的衣饰生活馆，她
穿了一件粉色毛衣，外面套着绣有盘
扣的墨蓝色褂子，里衬却是淡淡粉的，
袖口微微翻卷出来，倒是与粉色的毛
衣呼应起来。在一堵用老木门作为装
饰的墙前面坐下来，她微微笑着，明眸
善睐，青丝高高束在脑后，恬静温婉的
气质，立刻与店里典雅古朴的中式装
修风格缠绵在一起。

作为浙江无著衣饰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林优优也说不清自己
与“无著”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但有
一点毋庸置疑，她与“无著”有着一样
的使命：潜心研究传统服饰艺术表达
的同时，用服饰与空间作为表达，于生
活平衡之间探寻那份超越奢华低调的
东方之韵。

一

最初，年轻的林优优喜欢安静地
做一件事：缝布料。

那时她并不知道做一件衣服最基
本的步骤是什么，她只是觉得把那些
五颜六色的布料以自己喜欢的样式缝
制在一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1995年，林优优随着
兴趣开始拜师学习服装设计。跟着老
师傅，从款式设计、排料、打版、裁剪，
再到裁片缝合、锁眼钉扣、整烫，她仔
仔细细地学了好几年。2003年，已熟悉
掌握技能的她并不满足于此，又通过
函授大学，系统地学习了服装设计的
相关知识。

彼时，台州一家创办于 1990年的
服装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颇
具规模，成为集毛纱研发、面料制造、
成衣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工厂。
林优优后来加盟了这家企业，并成为
业务主力。

2015年，在这家企业创立“无著”
品牌之前，林优优去了一趟苏州，探访
苏绣，是她此行的目的。与粤绣、湘绣、
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
以图案秀丽、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
彩清雅著称，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特
色，在绣技上则具有“平、齐、和、光、
顺、匀”的特点。

在苏州，林优优亲眼看到了绣娘
们以丝为媒、用针作画，还有那些精美
的绣片、缂丝，这一切让她惊叹不已。

“我要把这些宝贵的中国传统刺绣技
法与现代潮流服饰结合起来，我要让
它们熠熠生辉。”她说，当时心里生出
这样的想法，后来变得越来越坚定。

于是，“无著”诞生了。
“‘无著’以中国文化作为品牌基

石，将传统的面料和手作技法应用到
成衣制作当中。”品牌成立伊始，就被
林优优赋予了这样的定位。

二

这是一件黑色的丝质短款上衣，
衣襟缝着一排盘扣，镶着金丝边，雍容
大气。两只喇叭式的袖口处，以盘金绣
的手法绣着两只凸起的金银凤凰，腾
空而起，惟妙惟肖，似欲长啼一声便展
翅飞去。

林优优参与了这件衣服的设计，
选用盘金绣这种手绣技艺，她自有想
法：“盘金绣是用钉线将较为硬挺、不
易造型的金线银线钉于织物表面的
绣法。钉线一般都会选用彩色缝纫线
把金线银线钉住，金线银线也会衬托
出钉线的颜色，特别适合绣制图形平
展、装饰性强的纹样。”这两只凤凰就
是用银线绣制鸟身，金线绣制翅膀，以
红色的钉线点缀，彼此相互衬托，绚丽
夺目。

那是一件由林优优设计的翠绿色
长袄。正面绣着一只五彩的凤凰，灵动
逼真，“这是绣娘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绣面齐整，绣线精细，线条排列紧致均
匀，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去做这样细致
的事情了。”林优优的手抚摸过衣料，
轻轻的，仿佛在触摸一个婴儿。除了绣
花，这件衣服的色彩同样很吸引人，浅绿
与深绿交融，葱翠欲滴，让人一看到便想
起“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的诗句。

“色彩是设计的灵魂，它将自然界
中的五颜六色提取出来，架构出人类
最向往的缤纷世界。”林优优说，自己
是个对色彩很敏感的人，因而对衣饰
的配色和绣花的配线，也都有自己的
想法。在她看来，这些想法古典而潮流，
冲破了色彩原本的局限性，光彩夺目。

比如，初秋推出的一款黄色裙装，
带着浪漫复古的优雅气息。“明亮的
黄，在夏末秋初带来浪漫的女人味，显
气质的同时又有减龄效果。我们还设
计了不规则裙摆和阔型裙身，上身有
很好的包容性和修饰身材的效果。”

大雪节气推出的那款亮眼的宝蓝
色大衣，“与冬天银装素裹的大地之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让穿着的人在寒冷
的季节里成为一道行走的风景线，靓

丽又明媚。”到了立冬，又有一款以高
级的赤色为主色调的典雅的大衣，“为
寒冷的冬日增添靓丽的火热，也承载
了阖家团圆的热闹。”

“冬天的颜色，应是萧瑟中带着些
许跳跃的明亮，换句话来说，冬天要用
温柔的颜色点缀暗淡的季节色系。我
们的风格恰是如此，发掘属于四季当
有的色彩，将每个季节的颜色搭配妥
当，把大自然的简约质朴和衣物的气
质相结合。”

这一件件设色适宜的华美衣裳，
都是林优优对东方衣饰美的探索与
追求。

三

在“无著”，林优优觉得自己的肩
上始终挑着一副担子：要通过传承和
创新，将中式的气质与西方的裁剪进
行融合。

为此，他们曾推出通过植物染色
与扎染制成的衣服。“植物染色是古时
就有的染色手法。我们推出的男装选
用了紫草和艾草这两种植物来染色，
不但颜色鲜艳细腻，而且色牢度高，让
服装更加精致。另外，植物染色也不会
对环境造成污染。”

“青碧缬衣裙，素手染繁花”，扎染
工艺，则更具有历史文化的沉淀。“扎
染有一百多种变化技法，每一种都变
化自然，趣味无穷。这是现代机械工艺
难以超越的技术高峰。”作为中国传统
的手工染色技术之一，扎染工艺，是将
织物在染色时部分结扎起来使之不能
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通过纱、线、绳
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
等多种形式组合后进行染色，主要分
扎花和浸染两部分。

不要小看这两部分，操作起来并
不容易。

扎花，即在布料选好后，按花纹图
案要求，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撮皱、折
叠、翻卷、挤揪等方法，使之成为一定
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地缝合或
缠扎，将其扎紧缝严，让布料变成一串
串“疙瘩”。织物中被扎结部分能够防
染，被扎的愈紧、愈牢，防染效果愈好，
使其在浸染中仍保持原色；而未被扎
结部分受染，形成深浅不均、层次丰富
的色晕和皱印。

浸染，即将扎好“疙瘩”的布料先
用清水浸泡一下，再放入染缸里，或浸
泡冷染，或加温煮热染，经一定时间后
捞出晾干，然后再将布料放入染缸浸
染。如此反复浸染，每浸一次色深一层，

即“青出于蓝”。它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
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出表现
具象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色彩
的精美工艺品，稚拙古朴，新颖别致。

林优优曾设计了一款长衫，用的
正是扎染工艺。那一袭长衫，随性的纹
理渐染，顺着柔软的面料摆动，深浅不
一的蓝色叠层隐隐若现，美不胜收。

除此之外，林优优还将中国传统
纹样十二章纹设计在服装上。“十二章
纹是古代帝王和高级官员服装上的纹
饰，发展历经数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
取义。这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几千年
沉淀的精华。”林优优说。

“‘无著’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爱的
信息和能量，服装既是铠甲又是软肋，
因为它可以护持你又会出卖你，能让
世界读懂你也会让别人错过你。我希
望‘无著’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有爱的能
量在流淌。”林优优说，多年来，她在始
终坚守自己的品牌基调的同时，也将
个人独特的风格完美融入。

“未来，‘无著’要做的不仅是一件
有灵魂的衣服的时尚理念，还要去寻
求从前我们所流失的心境。我们无法回
到古代去体会那种古老的意境，但是我
们希望通过传承和创新，成为人文精神
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林优优说。

手 记

也许是因为最初就确定要糅合古
典与潮流的风格，出自林优优之手的
服饰，都别有一番风味。比如，传承了
千年、凝结了古人智慧的二十四节气，
就被她按照自己的理解，运用到服装
设计上。

“我认为‘处暑’反映在服饰上的
特点，应该是由浓烈归于简古，由醇美
趋于淡泊。”因而，以极具西域风情的
连珠纹、雍容富贵的牡丹花纹和折枝
花纹为设计细节，再以鹅黄、葱白作为
主色调的服饰，在初秋推出，雅致迷
人。而到了小雪时节，万物在时间的漩
涡里一点点萧瑟起来，“无著”却独具
匠心地将新衣色调定位与季节相反的
跳跃色系——柳绿。“这样的设计，可
以让人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绿意浓
浓、生机勃勃。”搭配的手工刺绣，花纹
图案栩栩如生，林优优说，“穿上这件
衣裳，就像是把整片美丽的蝴蝶带在
身间，特别美。”

“我就是想呈现这样的东方衣饰
之美，这也是我和‘无著’要做的。”林
优优说。

（本文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林优优：古典之美

1月 23日，由汪小龙执
导的公安题材电影《生死爆
破》剧组来到温岭市松门镇
南门老街取景拍摄。

松门镇南门街，系明代
松门卫城的一部分，至今留
存有卫城南门城门，该城门
由南城大门和瓮城城门组
成，系温岭市级文物保护点。

“去年9月份，我们就来
过松门，导演汪小龙来得更
早，他5月份就来过。南门街
的建筑，符合这部影片中
2006年的拍摄需求，所以我
们把电影的取景点重点放
在了松门。”电影制片人高
昌军说。

据了解，电影《生死爆
破》由排爆特警真实故事改
编而成，该片筹备三年，是

献给人民警察的致敬之作，
于 1 月 14 日在温岭一家汽
车检测站内开机。

南门街有一家理发店
是57岁的朱湘绮经营的，该
店被剧组相中后，朱大姐爽
快地答应借给剧组。“我们
这里第一次来了剧组拍电
影，蛮高兴的，今天有一场
逃犯落脚理发店的戏就在
我这里拍的，松门的微信群
啊，朋友圈啊，都传遍了，想
想蛮兴奋的。”朱大姐说，因
影片拍摄需要，房子的楼板
被“炸”开了一个洞，房间里
也摆得乱七八糟，但剧组说
第二天就给修缮。

据悉，该部影片拍摄周
期约为 30天，预计今年 5月
份在网络平台上映。

《《生死爆破生死爆破》》
松门老街取景拍摄

“身已退休志未休，奋蹄
力作学耕牛。砚田欣幸无歉
岁，硕果垂垂待晚秋。”这是
温岭著名书法家张直生 60
岁时自书的七绝四首之一，
道出他书画生涯中如耕牛一
样在“砚田”“力作”的艰辛和
欣幸。1月22日，张直生遗作
展在温岭书画院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张直生先
生遗作77件，主要从其家属
珍藏的作品中精选而来。展
出将持续至 3月 22日，观众
可以在牛年春节前后，于张
老笔走龙蛇的线条之间，体
味他砚田力耕的苦与乐。

张直生（1923-1997年），
号野萍，温岭市泽国镇上塔
村上庄人，一生辗转于温岭
文化部门各岗位，曾任温岭
县图书馆馆长、温岭县文物
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
任等职，编著有《温岭文物简
志》《温岭书画印人录》等，系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协浙江分会理事、温岭市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
省考古学会会员、兰亭书会
会员、宁波诗社社员、原龙渊
印社社员。

张直生自幼雅好书画，
在台州中学简师部求学时，
即得著名书画家蒋玄佁启
蒙，后又转益多师，得余任
天、潘天寿、沙孟海等诸先生
指授，并潜心自学，遂得大
成。

张直生诗、书、画、印皆
擅，其书自颜、柳楷书入手，
以二王为宗，上追秦汉，下涉
唐宋，旁及明清诸家，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变法创新，自
成一家。尤以行草为人所称
道，其手迹遍及温岭城乡各
处，曾为《温岭报》题写报名。

张直生尤以书法成就为

人所称道，潘天寿先生曾评
价曰：“所寄行书习作，功力
笔趣，君极好，至为难得。”沙
孟海先生评价曰：“手示，字
迹清隽熟练，不是对书法修
养有素，写不出如此好字，钦
佩之至。”启功先生评价曰：

“接读手教，不啻空谷足音，
异常欣快！此鼓舞者，在今书
风群追古奥、纠缠之时，获见
舒眉展眼、心平气和之字，能
不如服一剂清凉散耶？”王蘧
常先生评价曰：“尊草卓有古
致，知于书学深矣。”

此次张直生遗作展展出
的作品，以书法作品居多，真
草隶篆，诸体皆备，其中一些
书写内容，即为张直生先生
创作的近体诗作品，如《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作》
七绝：“卢沟月黑起狼烟，八
载抗倭碧血鲜。国恨家仇深
记取，枕戈待旦自年年。”画
作 则 有 1957 年 、1958 年 、
1959 年在舟山定海海防前
线当兵时画的《竹石图》《秋
自白荷花上来》《竹笋图》《东
方红》《把大炮拉上山去》等，
以及后来创作的一些扇面作
品。篆刻作品，有《张直生常
用印》，集中了他在书画上作
品上经常钤印的“张直生印”

“张直生”“野萍”“亚平”“气
象万千”“亚平书画印信”“率
真”等印（其中一些还是余任
天、方介堪等名家为他所刻
的）。另有《野萍印存》展示的
则是他作的“管领湖山”“漫
天皆白”等各种闲章和为他
人所刻的篆刻名章。

此次展览由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温岭市委员会办
公室、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温岭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温岭书画院、
温岭市书法家协会承办。

张直生遗作展在温岭书画院展出

奋蹄力作学耕牛
砚田欣幸无歉岁

本报通讯员黄晓慧文/摄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文/摄

“这是绣娘一针一线绣出来
的，绣面齐整，绣线精细，线条排
列紧致均匀，现在真的很难有人
去做这样细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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