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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结缘奥运会，“我的作
品没有符号化”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孔小平
（以下简称K）：这次为东京奥运会中
国运动员设计的领奖服亮相后，获得
网友们的好评，你自己怎么看？

叶锦添（以下简称Y）：有啊，我
和同事都很注意反馈。这一次大家
的观点还蛮一致的，这样的结果，对
我来说，也很理想。

K：这次中国队奥运领奖服，上衣
以白色为主色调，点缀以腰侧的红色
色块和肩部的红色线条；下装则为红
色的长款运动裤。有网友说，这次终
于不是“西红柿炒蛋”，变成“白糖拌
西红柿”了，您怎么看？

Y：我有看到这个说法。我觉得
这很幽默。

接到这个项目后我们做了很多
调研，也看了其他国家的奥运服装，
发现领奖服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又
不能有太大的违和感，而让人们忽
略了运动本身的竞技性和严肃感，
所以设计理念基本在一个传统的框
架里面。我设计时，就在想不要超
出太多这个框架，太过的话，就没有
办法界定它是奥运服装了。

中国人讲究气度优雅、形体大
方，讲究精气神，最终我选择了唐装
的圆立领、一字扣等更加抽象、富有
想象空间的东方意象。配色上，我选
择用大面积的纯白色和少部分的中
国红来表达，红色，热烈而直接，积极
又很集中；而白色，像山水画中的留
白，它代表着一种空灵、包容而又无
限的感觉。版型设计上，强调肩部和
脖子的轮廓，肩部比运动员本身穿的
衣服要稍微大一点点，而腰部修身，
比较贴紧；上半身呈倒三角形，弱化
腿的细节。从整体视觉上，就显得人
斯文有礼、干净利落又气度不凡。

K：您跟奥运会 2004 年就结缘
了，张艺谋导演委托您为雅典奥运会
闭幕式上的“中国八分钟”演出进行
服装造型和舞台设计，两次有什么不
一样的感受？

Y：对，2004年的“中国八分钟”
带给我的感受是刺激、紧张，同时压
力也蛮大，有非常多的关注，有很多
不同的要求，要非常集中又快速地
去解决很多事情。那次我设计了28
套服装。而这次东京奥运会领奖服
的设计，我用了近4年，很多时间花在
选择布料上，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感与具有现代感的运动装结合在一起，
是个挑战。它既需要传递中国语言，又
要体现那种精准的动作感。这次釆用
的布料是我第一次使用，还要参照很多
科学数据，再结合衣服的整体感觉等
等，所以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筛选。

K：你早些年的作品很有辨识度，
渐渐地您的作品不再一味地追求这
种辨识度了，为什么？

Y：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不需要
被符号化，剧本的需求是哪个方向，
我就往哪个方向去发挥。

“新东方主义美学”深邃神
秘，而日常最爱穿黑色

K：对于很多观众而言，因《卧虎
藏龙》《夜宴》《大明宫词》《赤壁》《橘
子红了》《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经典古
装影视剧而记住了您，您的作品大多
呈现的是诗情画意与东方意蕴，这种

被称作深邃神秘的新东方主义美

学，是如何形成的？
Y：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当年

学的是摄影美术专业，读遍了学校
图书馆中各种关于西方艺术的书
籍。怀着对艺术的好奇心，到欧洲
游学，早期接受了西方的表现主义、
超现代主义等，慢慢将意识流放到
美术设计上。

其实美术语言在还原历史的同
时也有表演的作用，也就是说，美术
设计也承担着传递剧情的作用。我
在为影视剧作美术设计时，会考究
得很深，根据剧情来选择美术语言，
所以我也经常参与剧本的创作。

像之前跟李安导演合作《卧虎藏
龙》，李安平时坐在那边不讲话的，但
他一做事要跟人家交流也很会讲，蛮
厉害的。我们就会从开始一直聊，聊
到各种细节，沟通上比较密切。我们
可能看起来都比较严肃，但私下是好
朋友，平时聊天能聊很多。

K：如今古装剧市场比较火爆，从
您的专业眼光来看，它们的美术设计
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Y：我觉得都很好啊。如今的观
众都很喜欢看，也很关注戏服符合
不符合历史史实，类似的讨论很多。

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隐忧？我
认为，好像它们的主体性转换了。
就是说，现在的古装剧中，戏服做得
越来越fashion（时尚）了，各种技巧
都用上了，但原本的主体性好像就
少了。以前古装戏的美术这些，是
基于一个理念和想法而得出的，而
现在可能是根据演员的需要等等。

K：您目前有古装影视剧项目在
进行中吗？

Y：这些年没有。不过，我有部
电影就要出来。（记者：是《封神三部
曲》吗？）对，不过因为它体量太大，
到现在还没有定档。

我这些年很少接影视项目，还
在等机会。同时间也在忙其他展览
和舞台项目。我每一次都会给自己
制造一些挑战，想一个不同的东西
来做。

K：您既往合作的导演基本都是
大咖，您是挑作品还是挑导演？

Y：其实我还是看当时的时间，
以及我自己对作品的投入感。我是
要先对作品有感觉，它有发挥空间，
才会考虑合作，然后再看跟合作者
是不是会有相同的看法，能不能把
事情做好。跟导演的咖位无关，导
演和作品都要有魅力、有故事。

K：在既往的合作中，你也有出于
商业考虑而做过一些艺术上的妥协
吗？

Y：我蛮注重我的艺术感的，很
多商业的东西在跟我聊的期间，可
能会变成艺术哦。

K：您的设计总是很巧妙诗意地
运用颜色，那日常中您最爱穿什么颜
色的衣服？为什么？

Y：我日常就穿黑色，夏天会有白
色。其实，黑色里面包含了所有颜色，只
是我们看不到，只有黑色显现了出来。

追着好奇心走过去，“我喜
欢开发新领域的感觉”

K：这些年，您在创作上打破多重
边界，横跨摄影、雕塑、装置等多种艺
术形式。始终在不同身份间游走转
换，但大众并不熟知，可否介绍一二？

Y：对，大家都只知道我那些有
名的影视剧和舞台剧，而对我目前

在尝试的东西比较不了解，其实我
的经验是整体的，很长时间以来，我
也在做很多比较大胆的尝试。

（记者：这也不算跨界，似乎是
相通的）对，我有亲力亲为地去尝试
很多方面，也得到了蛮多经验。像
现在也在拍一些电影，长片短片都
有，有展览的、摄影的、音乐的。

K：那我们来聊一聊你的艺术人
形装置Lili吧？

Y：这些年，我带着Lili环游世
界，从中国香港、纽约、巴黎、布达佩
斯、伦敦、美洲、南非再到上海，带着
Lili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对话，通过
一系列的行为实践试图重构人与人
之间的连接。在我看来，Lili就像一
面镜子，填补了可以衡量的真实世界
以及我们想象与记忆之间的鸿沟。

我曾经做过一个青铜雕塑作品
《原欲》，那时候我想艺术品本身的
价值应该由观众来决定，现在的艺
术中有太多是文字描述的，而我相
信人最深的最真的情感恰恰是很难
用文字来描述的。我相信比较古老
的艺术形态是真正的精神交流，很
多观众给到我反馈，后来我想把多
样性、不确定性发展到整个空间与
时间的范围，所以就做了Lili。

Lili是一个16岁的少女，几乎
总是戴着墨镜，有多种多样的装
扮。她是一张白纸，她是不动的。
我也不想把她做成人工智能那种会
动的。将Lili放置在各地生活空间
中，并拍下当地人、当地环境与Lili
互动的瞬间。在我看来，Lili在真实
空间的存在把所有正常时间都纳入
到虚幻当中，成了零时间，会带给人
很多思考。

K：您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艺术，是
您与当下年轻人沟通的一个桥梁吗？

Y：对，年轻人对Lili没有违和
感。因为她很真实，好像有情绪一样，
这些其实都是观众自己的心理投射。

K：我发现，当您聊到当代艺术时
您的回答就刹不住了。是不是说您
的艺术历程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Y：是有这个倾向。什么东西比
较真实，什么东西比较打动我，我就
会追着好奇心走过去。你看电影，
现在就很商业化，加上很多原因，很
难做到那么随心所欲了。

我也想了解我不熟悉的世界，
年轻人都会长大，如果我现在了解
他们喜欢什么，也就了解了未来世
界是什么样，所以现在我跳到了另
一个新领域。我也一直喜欢开发新
领域的感觉，还可以启发更多人。

其实，我没有一直做古典，我做
了很多未来的东西。我的新东方主
义其实是无限地发展各种可能。

K：那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您回
望20年前获得的“奥斯卡光环”，它对
您意味着什么呢？

Y：其实我平时很少想到这个，而
你现在问我，我似乎有了一个答案：应
该是有些代表性，类似这种感觉。就
是说，这个奖似乎代表了某个东西，就
是我做一些不是平常人做的东西。

（记者：那拿到之后，对您是压
力还是其他？）我拿奖之后，好多事
情都找我了，甚至到了有点夸张的
程度。到现在都好像说我有一个可
辨识度，我可以做好多事情，而很多
人不觉得奇怪。

这些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有走
那种固定好的路线，这也是最适合我
的吧，应该是，因为我走得很嗨。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运动员领奖服“出
圈”了，网友们还建了#奥
运装备哪家强#的话题，
这身领奖服的设计者是
著 名 艺 术 家 叶 锦 添 。
2001 年 凭 借《卧 虎 藏
龙》，他获得中国首个、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奥斯
卡“最佳美术设计”。还
记得《夜宴》里的阴郁沉
重，《橘子红了》里的明快
压抑，《大明宫词》里的雍
容华贵，《赤壁》里的还原
写实……叶锦添构建的
视觉之美，尊重历史，遵
循传统，又有超越想象的
考究和变化，然而面对扬
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专
访时，他说，日常自己最
爱穿黑色，“其实黑色里
藏着所有颜色，只是，黑
显露了出来”。

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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