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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孩子走上国际T台
这场惊艳的时装秀出自杨春林之手，一位

登上过各类国际时装周、多次获奖的新锐设计

师，而大众所熟知的是他的苗族名字——古阿

新，寓意“勇敢”与“希望”。

阿新介绍：“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

小朋友的服装是妈妈花费数年绣成的，一针一

线里都是爱。”

为了保护传承这些民族服饰，今年 2 月，他

和团队发起了海选，挑选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纯

手工制作的服装，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本着

“谁的服装最好看就挑谁去”的原则，阿新从

2000 多名候选人中，最终选出 45 个孩子。

这些被选中的孩子最小的只有 5 岁，最大的

不过 12 岁。登台前，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更没

有经过专业培训。这次，他们自带民族服装，跨

越 1800 多公里来到北京。

T 台上，孩子们的步伐稚嫩，举手投足间尽

显质朴与自豪。他们的盛装绣着独特的图案，

色彩斑斓，融合了苗绣、侗族绣、壮族背带绣、蜡

染等非遗元素，精致的银饰在灯光下闪烁，满是

民族韵味。

孩子们的手里或是捧着台江姊妹饭，或是

提着丹寨鸟笼，篮子里装着苗家血豆腐，背篓里

盛着贵州苗药，还有的挑着扁担，一头挂着鲜

鱼，一头挂着折耳根……他们自信地向观众招

手，展示着家乡的风物。

“我只是一个搬运工”
T 台上展示的民族风情，也是阿新再熟悉不

过的日常。阿新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苗寨。记忆

中，妈妈和外婆经常在煤油灯下一起绣花，阿新

就在旁边静静地看，每次赶集卖掉绣花后，外婆

都会奖励他一根棒棒糖。

阿新很怀念那样的时光。“每当妈妈和外婆

深夜赶着绣花时，我就知道第二天要赶集了，很

期待。”

长大后，阿新成了寨子里第一个考到省外

的大学生，他穿着母亲绣制的新衣服到西安求

学。靠着妈妈绣花的微薄收入，阿新读完了大

学。

对于苗族刺绣，阿新有着深厚又独特的感

情，也深知那是不可替代的美，“我们的绣花那

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推广出去呢？”

大学期间，阿新就开始售卖苗族服饰来减

轻家里负担。毕业后，他开了一家店铺，创立了

自己的品牌，独立设计图案、加工制作苗族服

饰。慢慢地，店铺积累了不少人气，很多顾客慕

名前来，分店也开到了全国 20 多个城市。

不 久 后 ，阿 新 开 始 收 到 国 际 时 装 周 的 邀

请。以讲述苗族故事为主线，配合大胆的刺绣

设计，阿新前卫又极具辨识度的风格得到了业

界的认可，他也因此收获了诸多奖项。

带着这些民族服饰，阿新还走到了比利时、

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

他发现，民族的才是最美的，这种美不需要翻

译。

而这种原生态的美，也是阿新无法设计出

来的。“这是千年技艺的沉淀和老百姓智慧的凝

结，我只是一个搬运工，把他们展示到更高的舞

台上。”

民族文化与时尚潮流在“村

T”相遇
2024 年 3 月，阿新带着妈妈到北京参加中国

国际时装周，闲暇之余，他拍了一组和妈妈穿着

苗族服饰，从贵州一路“跑”到北京的花絮视频，

在网上火爆出圈。这让妈妈备受鼓舞：“我们的

服装这么受瞩目，为什么不在村子里举办时装

秀，展示给大家看看？”

受到妈妈的启发，2024 年 7 月，阿新以“村

T”为名，为家乡奉上了一场特别的公益时装秀，

邀请贵州所有少数民族的乡亲们来走秀。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扛着厨具、农具都上来

走，小孩子也来走，一下子就轰动了。本来只计

划走三天，结果一周都没有走完，还有很多人不

断报名参加。”“村 T”就这样诞生了。

田间地头的村民、绣娘、孩童、银发老人，走

秀的“模特”不分地域、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他

们身着苗族、侗族、瑶族等服饰，将非遗美食、农

耕工具搬上 T 台，虽然台步并不专业，但用最质

朴的自信征服了观众。

原计划举办到去年 10 月的时装秀，不断延

期，直到现在仍未结束。如今，在贵州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凯里民族风情园，每周五、六、日，

一场场“村 T”时装秀吸引着当地群众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设计师、游客，伴随着欢快的苗族芦笙

曲，民族文化与时尚潮流碰撞出激情的火花。

45个贵州山里娃站上国际T台，设计师讲述藏在衣服里的秘密

浓浓民族风 顶流中国美
近日，来自贵州大山的孩子们，身穿融合苗绣、侗族绣、银饰等多种少数民族非

遗元素的服装，走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台（如图）。伴随着清澈悠扬的民谣，云雾

缭绕的梯田、错落有致的吊脚楼、原汁原味的苗寨生活仿佛就在眼前。

浓浓的民族风情与时尚潮流碰撞，呈现了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盛宴，也让

无数观众感受到了原生态高级感的震撼：“这才是顶流中国美！”

贵 州 的 民 族 之 美 被

全世界看见
贵州“村 T”火出圈，山里的孩子

们 走 上 国 际 T 台 ，贵 州 的 民 族 之 美

被全世界看见……阿新说，这是关于

传 承 的 故 事 ，又 何 尝 不 是 有 关 托 举

的故事。

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爷爷唱着民

谣，用老木犁扛着孙女走上 T 台的一

幕，让无数观众动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包括这名孙女

在内的六个孩子，因为家境困难拿不出

路费，一度打算放弃这场时装秀。为了

让孩子们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村民们

自发筹集机票，把孩子们一个不落地送

上 T 台。

阿新说：“在贵州，长辈用背篓、扁

担 背 负 孩 童 是 再 平 常 不 过 的 生 活 场

景 。 如 果 说 扛 起 的 农 具 是 生 活 的 重

担，那么肩上的孩子就是传承下去的

希望。”

阿新设计的时装秀，第一幕都是

一位苗族外婆绣着花、跟小朋友聊天

的画面。这是阿新对家乡绣娘们的致

敬——她们把爱和祝福，缝进密密匝匝

的针脚里，绣出古老而美丽的图案，代

代沿袭。

当 45 个孩子表演结束，阿新安排孩

子的妈妈们悄悄站上 T 台。灯光亮起，

孩子们回头惊喜地发现妈妈站在身后，

纷纷欢呼着，跑进妈妈的怀抱。这一

幕，让现场观众感动落泪。“正是妈妈们

的辛勤付出，才让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

出自信快乐的光芒。”

“T 台上的妈妈们也寓意着我们的

祖国。背靠强大的祖国，带着文化根脉

给予的满满自信，贵州‘村 T’才会越办

越好，民族文化也一定会走向更广阔的

世界舞台。”阿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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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来源：央视新闻 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孩子的服装是母亲花费数年绣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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