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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而出的奥运五环、晶莹闪

耀的“大雪花”主火炬台、孩子们手

中的雪花花灯……北京冬奥会开闭

幕式上，冰雪元素无处不在，一幕幕

精彩的主题演绎，尽显冰雪之美。

神州大地上，缤纷多彩的冰雪艺术

持续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北京、

哈尔滨等地的主题乐园中，一系列

冬奥主题冰雪雕塑姿态万千，扮靓

城市空间，传递着“一起向未来”的

美好期许。

化自然冰雪为人文艺术，冰雪

雕塑散发独特的艺术韵味。与其他

材质雕塑相同，冰雪雕塑也在圆雕、

浮 雕 和 透 雕 等 形 式 上 穷 尽 艺 术 巧

思。不同的是，冰晶莹易碎，雪松软

绵酥，且两者都易融化，对雕刻者来

说，它们是一种充满挑战的艺术介

质。独特的材质，既考验着艺术家

的创造智慧，也成就了冰雪雕塑特

有的美感。

冰，重在雕。冰的质地无色透

明，可折射光，但雕出的形体层次易

隐，从而缺乏立体感。为求轮廓鲜

明，冰雕创作除了强调体面关系，突

出形体基本特征，还特别注重线的

表现。线条若运用得当，能够营造

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般的生动

感。冰雕的制作过程，既有大刀阔

斧的营造，也有局部的精雕细刻，且

针对不同对象、不同角度要不时更

换长度不同、宽窄不同、刀型不同的

工 具 ，进 而 更 好 地 呈 现 艺 术 效 果

——线条互相交叉、雕痕纵横交错，

在光的折射下如水晶、钻石般璀璨，

尤显玲珑剔透，使作品获得远视、近

观俱佳的观赏效果。如第二十三届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塔《圣火之巅》

（见上图），由 24 根向上旋转的雅典多立克立柱组成，形成冬奥会

火炬意象。主塔四周环绕着冰墙，雕刻有北京冬奥会体育图标，轮

廓分明，线条刚劲，与雕塑形象相辉映，传递出拼搏奋进、勇往直前

的奥运精神。

雪，重在塑。由于雪坯体积巨大，所以雪塑更强调形体中面的

作用，通过面的组合强化体积与前后空间层次，以及整体的气势营

造和雕塑力量感的表现。如果说冰雕需近观才能品味其玲珑剔透

的细微变化，那么雪塑更像是雄浑大气的汉唐雕塑，需远观更能领

略其气势之恢弘。如第三十四届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上的大型雪

塑《冬奥·太阳岛之旅》，长 100 米、高 30 米，巨大的卡通雪塑“冰墩

墩”“雪容融”被哈尔滨特色建筑和雪山环绕着，可爱的形象与浑然

一体的雪塑，营造出浓郁的冬奥氛围。

与冰雪运动相同，冰雪雕塑是寒地各族人民识冰御雪的智慧

创造，是其性格与审美的集中体现。冰雪雕塑，最耗费人力和时间

的是采冰备雪环节，尤其是一些超大型冰雪雕塑创作，百人齐上，

“自上而下”连续工作，这需要参与者具有旺盛的精力、充沛的体力

和高超的驾驭能力。正是在人与自然的激情碰撞中，冰雪艺术之

花绚丽绽放。

自上世纪 60 年代哈尔滨举办国内最早冰灯游园会以来，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冰雪雕塑已成为一种“热时尚”。作为

国际四大冰雪节之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已从地方性活动发

展为国际性活动，成为国际冰雪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各地也纷

纷开展冰雪旅游项目，推动冰雪艺术进一步传播。如今，借助艺术

家的想象创造，立于大地、融入环境、契合气候，使自然美、艺术美

与文化美相互生发的冰雪雕塑，已成为冬季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

彰显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品质。夜晚，冰雪雕塑配合五彩灯光如玉

似翡，五彩缤纷，点亮城市夜空，丰富着人们冬季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满足时代发展需求，冰雪雕塑不断传承创新。一方面，新技

术、新材质被充分运用于创作中，或使用影雕、嵌雪、打毛等手法丰

富冰雪雕塑艺术表现力，或使用环保色丰富冰雪雕塑色彩表现，使

其焕发新的审美意蕴；一方面，冰雪雕塑被用于整体造景，塑造场

景式空间，以移步换景的方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同时，传统

冰雪雕塑与“声、光、电”技术、数字技术相融合，让冰雪雕塑“动”起

来，增强了大众的互动体验，使冰雪景观全新绽放。冰雪雕塑在不

断提升观赏性的同时，更具艺术的互动性、娱乐性，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其中，亲近艺术和自然。

近年来，冰雪艺术人才的培养受到更多重视。国家艺术基金

“冰灯冰雕艺术设计与实践人才培养项目”“北方雪雕民俗艺术人

才培养项目”相继实施；已连续举办 38 届的“中国·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吸引国内外众多冰雪雕塑创作者同台竞技，从不同视角深

入挖掘冰雪雕塑内涵。一些地方美术家协会和高校也相继设立冰

雪雕塑艺术委员会、冰雪艺术研究中心等，从实践与理论等方面加

强相关人才培养，为冰雪艺术发展蓄力。

蓬勃发展的冰雪雕塑，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审美和娱乐需求，起

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作用，还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提升城市

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冰雪雕塑作为冰雪文化传承发展的

载体，仍需进一步科学规划发展布局，深挖文化内涵，不断强化绿

色设计理念，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景象。

（作者为哈尔滨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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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表

现，全面展示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生动诠释

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奥运会不仅是实力比

拼的竞技赛场，还是讲述“中国故事”的绝佳平台。重大体

育赛事中，一个个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精彩瞬间，一幕幕

彰显智慧、震撼人心的经典场面，在美术工作者笔下化为

永恒的形象，充分表现了竞技体育的力量与美感、速度与

激情。

生动诠释中华体育精神

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断带动着体育美术

繁荣发展。

“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9 届。从

1997 年开始，该展成为“全国运动会”期间固定举办的美术

盛事。如此大规模、单一主题的美术展览，持续时间之长、

参与人数之多、作品数量之众，并不多见，成为中国体育事

业发展的生动见证。如今，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自觉参

与竞技体育题材美术创作。北京冬奥会以及 2021 年东京

奥运会举办期间，中国国家画院等艺术机构的画家组成“为

奥运喝彩”艺术写生团，以中国画和速写等形式，将谷爱凌

惊艳一跳、“冰上蝶舞”双人自由滑夺金，以及杨倩、苏炳添

等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的精彩瞬间，绘成组画，引人注目。

各地各级体育美术展览更是此起彼伏。比如，为迎接北京

冬奥会，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体育局等举办“迎冬

奥·冰雪情”黑龙江省优秀美术书法作品邀请展，其中一批

表现运动员奋勇争先的美术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数十年来，一代代美术工作者聚焦体育赛事，积极创

作，佳作连连。不少经典之作被国内重要艺术机构收藏，并

经常在国内外展出。如徐启雄中国画《决战之前》，定格女

排姑娘决赛前手搭手鼓劲的瞬间，暖红色调烘托出昂扬的

斗志和必胜的信心；田金铎雕塑《走向世界》，以坚实的造

型、概括的手法，塑造出中国姑娘轻灵自信的竞走步态；朱

成雕塑《千钧一箭》，以简约而又意象化的造型，突出运动员

的专注和力量感，新颖别致；李象群雕塑《永恒的运转》，凝

固铁饼运动员运转身体行将出手的瞬间，充满动感……这

些作品，皆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

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诠释了中华体育精神，成为一个时代

的珍贵记忆，也形成体育美术创作新范式。

体育美术的艺术表达，不仅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精神

力量，同时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

神、展现中国风貌，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展现中国体育奋进风采

体育和美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下的竞技体育

题材美术创作，不仅艺术再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

采，同时在绘画、雕塑创作之外，向着设计、建筑等领域广泛

拓展，审美表现形式不断丰富。

美术工作者观看体育赛事后，往往有感而发，对赛场上

的精彩瞬间进行艺术化的提炼升华。不论是对运动员夺冠

高光时刻的描绘，还是对体育精神的抒写，美术工作者皆以

充满现代感的审美形式，刻画中国运动员的奋进姿态。这

在北京冬奥会主题美术创作中得到清晰体现。在“生命之

光·2022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和“天地人和

——中国国家画院 2022 北京冬奥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

上，一批竞技体育题材新作成为亮点。像高毅、黄华三中国

画《巅峰舞雪》、于文江中国画《速度与激情》，皆通过运动员

挑战极限的瞬间特写，在矫健身姿和单纯背景的对比中，抒

写冰雪运动激情。

当下，体育美术具有更多元的艺术载体。在公共艺术、

体育服装、产品设计、动漫游戏等领域，体育美术花样迭

出。比如张新宇、马骏创作的公共艺术《光速》，将冬奥会速

滑运动的速度之快、冰雪之美、弯道之险融为一体；作为奥

运会重要视觉形象元素之一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

图标，以中国汉字为灵感，以篆刻艺术为形式，将冬季运动

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转化为极具运动张力的形象，并

辅以动态演绎，生动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体育美术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许多作品正从传统美术

架上、静止的形式，转向线上传播、动态演绎，满足更多观众

的审美需求。体育美术服务社会的特质日益凸显。

凝聚一起向未来的磅礴力量

如何用艺术的形式更好地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

育精神？如何用艺术的形式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如何用艺术的形式更好地彰显中国审美

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这些都是竞技体育题材美

术创作传承创新的突破点。

竞技体育，是“力与美”的交响。它在运动员身上体现

出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等因素的综合运用，诸如最佳的

空间位置、最恰当的能量安排、最具智慧的战略战术、最坚

韧不拔的意志毅力等，彰显的正是竞技体育的“美”。而竞

技体育题材美术创作，正是将美术的“美”——有序的节奏、

情感的高潮、视觉的冲击力与感染力，与竞技体育的“美”充

分融合起来，使之超越单纯的视觉美感，直达精神的世界。

师璠中国画《冰雪之炎》便描绘了冰天雪地里燃烧的中国力

量。作品将 5 个冰雪运动场景组合在一起，以工笔重彩技

法加以描绘，并恰当运用传统勾金方式，通过红色与金粉的

巧妙搭配，强化冰雪运动之美和赛场上青春飞扬的热度。

这种美的碰撞，不是将技术美、智慧美、人体美、生命美

进行拼凑，而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进行融合、转换、升

华。体育美术不是体育图解。凸显体育、美术的双重魅力，

才是竞技体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只有画面所凝固

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场景焕发出的永不磨灭的生命斗志，才

能成就经典。正如俞畅的雕塑《挑战》，塑造了一位没有双

腿的运动员坐在轮椅上奋力抛掷铁饼的拼搏形象。作者以

方圆相济的形体和夸张的动势，营造出比赛的紧张感、强烈

的震撼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竞技体育题材美术创作史。回望那些

题材各异、张力十足的杰作，无不在继承传统、关注现实、面

向未来中进行创新。如今，随着体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中

华体育精神深入人心，竞技体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愈加

值得期待。未来，体育美术将更科技、更时尚，更生动地表

达审美情感，不断丰富体育文化的时代内涵。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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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速度与激情（中国画） 于文江

图②：追球（版画） 沙永汇

图③：冰雪之炎（中国画） 师 璠

图④：2022冬奥·风采（中国画）

穆 赛 傅明莉

图⑤：雪之舞（油画） 赵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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