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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旗袍，讲述新时代女性故事■统筹：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执行：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彭新启 黄细英 王艳 蓝娟

通讯员 廖倩蓝 陈漪霖 谭艳萍

广州市北京路路口，一幢大楼巍然矗立百年，这是广

东省财政厅的办公大楼，也是该单位推送的参赛作品《四

季流转 百年芳华》的拍摄地。“作品以四季为主线，把财

政日常工作融入旗袍秀展示。”谈起作品创意，省财政厅

专职工会副主席、旗袍秀领队魏伟婷如是说。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两天，从早上五点一直拍摄到晚

上八点，有些职工平时很少穿高跟鞋，因此脚磨到长水泡，

有些同志为了旗袍不起皱，宁愿站着休息。”魏伟婷心疼得

蹙了下眉头，但她心里清楚，这也是广东财政人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一个缩影，是财政女性坚韧刚毅的品质表现。

省财政厅还将旗袍秀活动打造成机关文化建设的生

动课堂。在视频创作环节，省财政厅多个处室通力合作、

集思广益；在作品排练环节，延伸开辟旗袍美学课堂，邀

请专业老师授课，动员女职工广泛参与；在作品投票环

节，全厅上下总动员，齐心协力为集体荣誉加油助力。女

职工们纷纷表示，在这次活动中，不仅深刻领会到中国传

统文化之美、旗袍之美，更是感受到广东财政集体的向心

力、凝聚力、感染力。

广东省财政厅参赛作品《四季流转 百年芳华》

财政佳人的日常融入旗袍展示

佛山禅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旗袍队的参赛作

品《跨越时空的追梦》，采取演绎故事的形式，搭配佛山

香云纱染整技艺桑蚕丝制成的旗袍服饰，呈现优雅柔

美的视听效果。

据了解，佛山禅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设有禅

之旅女子学堂，公司的大部分女性都加入了该学堂。

大家都热爱国学文化，也喜欢穿旗袍。旗袍队队员郭

珺也非常热爱旗袍，她的微信头像就是她穿着一袭旗

袍的照片。“平常我们都会开展化妆、站、坐等方面的仪

态学习活动，还会研究如何把旗袍穿得更时尚。”得知

有旗袍大赛后，女子学堂的成员纷纷贡献创意，并最终

挑选出8名职工参赛。“我们希望通过旗袍，来展现佛山

女性独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郭珺表示。

在排练中，参赛队也得到了佛山市工人文化宫的

支持。文化宫为他们提供了专门的舞蹈室来排练，还

请了专业老师对参赛作品进行指导。“我们这个行业比

较特殊，队员中经常有人要出差，但大家还是克服了困

难，尽量协调工作。”郭珺说。

“《秀美华章》也称旗袍年代秀。”该

作品主创者唐光艳告诉记者，“为这次

大赛共设计了25款旗袍，涵盖了精致繁

复的清代袍服、民初改良后的日常着

装、融贯中西审美的海派旗袍等不同历

史时期的旗袍审美。”

演绎《秀美华章》的 9 名丽人都是

来自深圳各行各业的热爱旗袍文化的

职工。9个人展现25件旗袍，尽管经过

认真排练，录播现场也是令她们应接

不暇，因为出场走秀后需回后台换装

再登场。

旗袍队队员唐黎华为挤出时间参

加排练和录播，提前安排处理了大量

工作，通宵达旦地干。不曾想，高强度

的工作让她病倒了。在录播现场，刚

打开化妆盒，唐黎华突感不适，脑袋嗡

嗡作响。队友们以为她是低血糖，还

掏出包里为排练误餐而准备的巧克力

和糖给她吃。唐光艳找了一处清静的

地方让唐黎华休息，“劝她身体为重，

可她坚持参加排练。”就这样，唐黎华

带病坚持录播，旗袍年代秀也得以圆

满完成。

深圳祺袍文化艺术传播发展有限公司参赛作品《秀美华章》

25件旗袍展现不同年代的女性美

“陈铁军同志，这朵木棉花敬献给您。”

一位身披印有木棉花图案旗袍的领舞者出现在舞

台中央，踏着传统的粤语歌音乐旋律，另外8名穿着百

花旗袍的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交投集团”）的一线女职工拿着扇子，或对望，或远眺，

摆出各种造型。

广州交投集团工会副主席张南介绍，此次旗袍秀

的参赛作品以情景对白开场，用木棉花作为载体，既穿

越历史，又体现老城市新活力。所有参赛队员穿的旗

袍上的百花图案均由公司女职工亲手所画，寓意祖国

百花盛开、繁花似锦。

广州交投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海霞是

负责参赛训练的领队。她表示，为了发动更多女职工

参与到大赛中来，广州交投集团工会设置了三层海选，

通过20个基层工会宣传发动，吸引了300名女职工参

加初赛，最终共有12名女职工入围，其中10人参加首

届粤港澳大湾区旗袍巾帼风采大赛视频录制，2 人替

补。她们绝大部分来自基层一线单位。

广州交集团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部开发专员万雅

婷是《广府新韵》的领舞者，曾获2017年中华小姐亚洲

大赛全球12名。万雅婷说，每次排练结束后，她都会继

续赶回单位把当天未完成的工作任务及时做完。广州

珠江黄埔大桥建设有限公司稽查员李纯雪扮演的角色

是陈铁军。她表示，开场对话的镜头拍了不少于20次，

让她更深刻理解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那就是执着专

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在参赛作品《谁家新燕啄春泥》中，身着古韵旗袍的中

国银行广州分行女职工以“琴棋书画”扬百年中行风采。

“谁家新燕啄春泥”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

春行》，描写春天到来，燕子忙碌而兴奋的样子。谈及作

品名字的寓意，作品主创人员杨丽萍解说道：“我们生活

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在中国银行温暖的大家庭工作，其实

就像春天里的燕子一样，虽然忙忙碌碌，但通过努力工作

创造了美好生活！”

旗袍秀队员张玮茵说，因拍旗袍秀定妆照在中秋节

前，拍完后，每人挑选了一张照片，各自写了一句诗，在中

秋节送给了亲人。“亲人们看到照片后都说，那是他们眼

中最美的样子！”

为了兼顾好本职工作与比赛训练，哪怕银行工作再

繁忙，但一到训练的时候，旗袍秀队员们都会认真投入，

呈现出最美的笑容、最好的仪态和最佳的精神面貌。即

使回到家中或工余时间，大家也不忘练习，从走路、待人

接物等都注意端庄姿势，把旗袍礼仪融入举手投足中，甚

至融入到为客户服务中。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参赛作品《谁家新燕啄春泥》

把旗袍礼仪融入到为客户服务中

镜头前，她们是干练洒脱、眼神自信的新闻主播；舞

台上，她们是才华横溢、人气爆棚的综艺主持人。在现代

时尚的演播厅，她们撑起一把油纸伞，迈着轻盈的步伐，

穿着一袭素雅旗袍，以曼妙的身姿诉说着时代变迁中的

粤韵芳华。

“《粤韵芳华》是我台的一档老节目，观众特别多，粤

韵也是广东传统文化特色。”广东广播电视台工会副主席

李东红告诉记者，这次的参赛作品除了精心设计的主题

外，在背景上，她们安排了主播们穿过极具岭南特色的传

统建筑来到节目录制的演播厅，展现了岭南文化兼容并

蓄，传统和时尚交融的特色。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参赛的选手都是主

播，基本功硬实，但参加培训都未曾懈怠。“平时，这群主

播们的工作节奏很快，做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现在穿上

旗袍，不得不慢下来，慢慢磨合，直到举手投足和一颦一

笑中，都显现出典雅端庄的韵味。”李东红说。

广东广播电视台参赛作品《粤韵·芳华》

美女主播演绎岭南文化

截至10月12日18时，经过为期15

天的线上投票（微信小程序），广东省总

工会举办的以“弘扬传统文化，秀出湾区

风采”为主题的2021年首届粤港澳大湾

区旗袍巾帼风采大赛线上评选活动结果

出炉。广东省财政厅《四季流转 百年芳

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百年再出发 湾

区绽芳华》、省交通集团《一路朝阳 花自

芬芳》、省审计厅《最美审计人》、保利长

大工程有限公司《珠江两岸、伶仃三地桥

梁人生》获得总票数前5名，将直接进入

决赛。

本次线上投票，共计有26.93万人次

参与，访问量达51.98万次、总投票数为

270.32万票。投票数排列第一名的广东

省财政厅参赛作品获得“最佳人气奖”。

记者获悉，大赛组委会将评审出更多优

秀作品入围决赛，决赛将以现场舞台展

示形式在珠海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

标，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广大女职工的文

化生活，提升女性内涵素养及生活品质，

体现了湾区女性职工巾帼不让须眉的良

好精神风貌。

参赛作品中，既有着眼于职场人的

奋进拼搏、追求卓越，如广东财政人把

日常工作融入旗袍秀展示；也有借力于

工艺的独树一帜，如运用佛山香云纱染

整技艺特制旗袍讲述跨越时空的追梦

故事；更有根植于历史的古韵悠然，如

通过设计25件旗袍呈现不同年代的女

性美……本报记者持续关注本次大赛，

采访了一批参赛单位，并邀请专家学者

对旗袍文化及其背后的工匠精神进行

解读。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赛作品《广府新韵》

女职工亲手画成百花图案旗袍

佛山禅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参赛作品《跨越时空的追梦》

穿上香云纱，讲述佛山女性独立自强故事

▶专家解读

旗袍是带有中国特色、体现西式审美并采用

西式剪裁的时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服饰

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

设计而成，已有百年之久，因地域、思想、生活氛围

有别而产生了众多流派，每派各有各的特色与亮

点。最具代表性的为京派、海派、苏派旗袍。

旗袍的发源地是北京。京派旗袍沿袭千年来

汉服制保持平直宽大的风格，色彩浓郁、绣花图案

工艺繁复，着重强调“衣”本身。

海派旗袍在 1930 年代的海派女性服饰中可

谓一统天下，海派旗袍强调女性身段，更加重视表

现“人”，而非衣服本身。最大的特点在于对传统

样式与西式服饰的兼收并蓄。当时，不仅把西式

外套、大衣、羊绒衫穿在旗袍外，在领型上采用洋

装中的翻领、V领、荷叶领，袖型有更多变化，出现

荷叶袖、开衩袖等。

苏派旗袍则以精美繁复的刺绣以及考究面料

使之鲜明的区别于上面两个派别。领口、衣襟、袖

口边缘开始镶绣花纹，甚至旗袍本身也开始绣制

当时流行的花卉和吉祥图案。苏派旗袍融合了吴

门画派的手绘艺术，书画之美融入服装，让苏派旗

袍从骨子里透出一种江南小调似的优雅韵味。

百年旗袍史
三派“衣”“人”“韵”

旗袍制作的一针一线都是工匠心血的体现。

一件手工缝制的旗袍大概需要缝九万针，常常是

一整天都坐在绣凳上缝制，极其枯燥，但每一针都

要求高度集中，不能一针深一针浅。

旗袍的盘扣看似小巧，其实却是整件旗袍的

点睛之处，因为旗袍的布料和款式的不同，盘扣也

不能千篇一律，必须根据旗袍来搭配盘扣，编织一

个精巧的盘扣通常也需要花2-3个小时，甚至更

长时间才能完成，整个制作过程极其考验耐心、专

注、精益求精的态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的旗袍制作也注

入了工业化色彩，旗袍开始量产，生产速度快了很

多。但中国很多崇尚“工匠精神”的艺术家、手艺

人们都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机器缝制出来的衣服

硬邦邦的，丝毫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

“传承工匠精神不是要模仿典范，而是要学习

他们高尚的精神，戒掉投机取巧的浮燥行为和满

足现状的工作态度。”包艳萍说。

旗袍的起源与文化

（受访者：广东省旗袍文化促进会会长周建）

从旗袍设计看工匠精神

一件旗袍九万针
针针深浅都一样

（受访者：首届粤港澳旗袍设计大赛金奖
获得者、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服装设计专业老师包艳萍）

■广东广播电视台旗袍参赛队员 区志镭/摄

▼广东省财政厅参赛作品

《四季流转 百年芳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