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亚运美学里的中国风”点

亮梦想、惊艳世界，堪称用“美”的语言讲

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人文之美，赋予大型

体育赛事别样精彩。从南京青奥会、北京

冬奥会，到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近年

来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促使相关

设计理念和体系不断成熟，设计师充分运

用传统文化元素，让现代设计彰显“东方

美”、掀起“中国风”，为世界读懂中国打开

“美学之窗”。今天，本报记者邀请 6 位设

计师，深入探讨大型体育赛事设计美学呈

现的新亮点、新趋势，总结经验、探索规

律，为推动设计创新提供启示。

系统设计彰显大国风范

记者：什么是系统设计？近年来，大

型体育赛事为何愈发注重系统设计？

林存真（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

象景观艺术总监）：在大型体育赛事设计

中，系统设计是一种工作方法，要将所有

相关设计与系统思维融为一体，考验着设

计师的全局思考能力与创造力。保证设

计的系统性与统一性，有助于大型体育赛

事彰显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比如，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形象景观就是一个完

整的视觉设计系统，包括会徽、体育图标、

色彩系统等。其设计方法为“一主线、多

层次”，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为主线，注重文化、科技、运动、

冰雪、速度、力量和时尚等多层次信息的

传播与呈现，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开启

了奥林匹克设计的新阶段”。

成朝晖（杭州亚运会主图形和形象景

观总体规划主创设计师）：体育赛事设计

直接服务于社会大众。做好系统设计，能

够确保视觉形象的比例、色彩等元素具有

一致性，使整个视觉形象发出同一个“声

音”，每个“声音”都可以被人们清晰地识

别为某一具体赛事。在杭州亚运会和亚

残运会设计中，基于“东方诗意 中国窗

口”的形象景观整体定位，通过“一心璀

璨、四组齐发、多点闪耀、全域精彩”的叙

事结构，以及视觉形象、公共艺术、夜景营

造三个既相互统一又各自独立的设计系

统，展示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山水

画卷和“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人文意蕴，

使人们能够清楚听到杭州亚运会和亚残

运会的“声音”。

记者：如今，系统设计在国际设计界

备受关注，其快速发展对设计师提出了哪

些新要求？

林存真：当下，设计面临的环境更加

复杂，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更加多元，作

品要表达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既需要设

计师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理解并解决

复杂性和关联性的问题；也需要设计师将

新技术与系统设计有机结合，实现设计创

新。同时，系统设计倡导多学科交叉合

作，需要更多复合型人才。不同国家之间

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也要求设计师具备

宏阔的国际视野。

成朝晖：一个好的体育赛事设计方

案，应该聚焦文化内核。这意味着设计师

要努力实现文化传承与设计活化之间的

并存、转换。在进行杭州亚运会形象景观

设计时，我们深入挖掘、梳理、分析城市精

神、自然意蕴、人文历史等，并将其融入整

体美学设计，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亚运

景观和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

记者：系 统 设 计 确 实 是 一 个“ 大 工

程”，怎样才能打好“地基”呢？

林存真：首先要明确设计的目标和边

界，综合考虑相关主体和要素，形成一套

贯穿始终的视觉体系。同时，应认真分析

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交互和影响；强化理

念的系统性传播、文化的系统性转化与呈

现；关注设计系统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和

可持续性，强调设计与人、社会、环境的协

调有序；注重系统设计的社会效益，等等。

成朝晖：做好系统设计确实需要考虑

诸多因素，尤其是基础要素。举个例子，

在杭州亚运会系统设计中，我们还考虑了

如何协调好赛场形象景观与不同媒体终

端视频转播之间的关系。由于许多观众

是通过视频转播观看比赛，所以场馆视觉

形象的色彩、图形、位置、大小、方向等要素

与转播机位的关系，也需要进行系统设计

与测试。可以说，做系统设计就像建一座

大厦，一砖一瓦都忽略不得，细节出品质。

中华美学滋养创新创造

记者：将“中国风”与国际范、体育精

神相融合，成为大型体育赛事设计美学新

趋势。如何看待近年来体育赛事设计中

洋溢的“中国式浪漫”？

袁由敏（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主设

计师）：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既 是 体 育 界 的 盛

事，也是展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

合实力的窗口。“中国式浪漫”的出现，一

方面体现了我们愈发坚定的文化自信；另

一 方 面 ，也 源 自 赛 事 设 计 的 内 在 要 求 。

作为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信息体，赛

事视觉形象设计讲究“信、达、雅”，有效传

递信息，带来美的滋养。这要求设计不仅

要立足主题文心、契合大众审美，更要深

植中华文脉。像杭州亚运会会徽“潮

涌”设计，将扇面、钱塘江、钱江

潮头等元素融于一体，用优

雅舒缓的视觉语言、清新

独特的色彩体系，既展

示了杭州山水城市的

自然特质，又回应

了亚运“弄潮儿”

的 体 育 精 神 ，

还 体 现 了 勇

立时代潮头的精

神气质。

蒋玉辉（四川成都东安

湖体育公园总设计师）：向传统借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是体育场馆设计的重要价值

取向。近年来，作为大型公共建筑的体育

场馆，其设计和审美理念悄然发生变化，

从过去相对粗放式的设计向着更细腻、更

有文化底蕴、更追求品质的方向转变。比

如，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场馆——东安湖体

育公园主体育场设计，立足“公园城市中

的体育公园”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

传统自然观和空间营造理念。像外立面

创新使用“外实内透”的隔栅设计，满足了

场内观众“望山见水”的需求，突破了传统

体育场馆相对封闭的空间设计，体现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屋顶“太阳神鸟”图

案、落客区的照壁设计等，则于细节营造

中彰显厚重的地域文化。

记者：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

上，大型体育赛事设计美学怎样更好地引

发大众的共鸣共情？

袁由敏：如果说视觉形象是地表上枝

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它所承载的内涵就是

地下不可视的发达根系，它们既联系着历

史、文化、艺术、哲学、教育等，也联系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精神之花发于文化之根，

文化乡愁源自精神传承。杭州亚运会会

徽设计便在扎根之江大地的同时，努力通

过杭州人的文化记忆，向世界传播中华人

文之美，打造“亚洲时刻”的集体记忆。

蒋玉辉：因地制宜，贴近大众的生活

和情感，发挥好审美引领作用，体育场馆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比

如成都大运会场馆凤凰山体育公园，其功

能、位置、环境与东安湖体育公园不尽相

同，设计方案也就各具特色。设计师从市

井文化生活中提取“盖碗茶”这一元素，并

将其融入足球场设计，使当地人喜爱的运

动项目与文化生活产生关联，从而建立起

人、场馆、城市之间的情感联系。

科艺融合开辟审美新境

记者：近些年，在大型体育赛事美学

设计中，艺术与科技擦出不少火花。科技

为设计打开了哪些新空间？

宣学君（杭州亚运会动态体育图标主

创成员）：当下，科技的迅速发展为设计带

来更大的自由度，拓展了艺术表现力，提

升了智能化水平，也扩充了设计师的“工

具箱”。以杭州亚运会动态体育图标设计

为例，团队借助动作捕捉与游戏引擎技

术，在延续杭州亚运会主视觉形象、遵循

体育图标功能性原则的基础上，对体育运

动的“态”与“势”进行演绎，形成流畅的动

画效果，更具阅读美感。作为亚运会历史

上首套动态体育图标，作品不仅体现了运

动项目的精神与特色，也充分彰显“智能

亚运”的理念，并在设计实践中探索出一

条数字化创新路径。

王志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

监）：现代科技与艺术设计的有机融合，也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立足中华文化沃

土，“艺术+科技”的跨学科优势，在大型

体育赛事形象景观设计中转化为新鲜的

叙事逻辑与独特的美学理念，为形成中华

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开辟了新路径。比如，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数字技术为媒介，从

《立春》的数字分形美学、“黄河之水”的波

澜壮阔，到“冰雪五环”的破冰而出，再到

雪花引导牌、雪花主火炬等设计，大量借

助人工智能实时互动、裸眼 3D、增强现

实、数字影像等手段，让数字技术与中华

美学碰撞、融汇，让外国友人以全新视角

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华美学。

记者：数字技术在为大型体育赛事形

象景观设计带来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又

带来怎样的思维拓展？

宣学君：在社交与传播场景中，数字

技术带来的新思维、新模式正孵化出各种

艺术新形态。顺应时代潮流，杭州亚运会

不仅推出“亚运元宇宙”平台，各类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XR（扩展现实）、数字人应

用更是层出不穷，为大众带来虚拟化、沉

浸式、交互性体验。

王志鸥：新技术在设计领域的应用进

展速度之快，要求设计师加强对前沿技术

的 深 度 学 习 以 及 对 交 叉 领 域 的 深 入 研

究 。 如 果 说 以 前 比 拼 的 是 能 跑 500 米 、

1500 米还是马拉松；现在考验的则是能

不能从跑步健将变身飞行员，既要 身 体

素质好，也要熟练掌握飞行技巧、洞悉环

境变化，也就是说设计师既要有设计和美

学基础，也要会用新技术，并能将其完美

融合。

宣学君：期待更多“艺术+科技”领域

的探路者，以想象力与技术应用助力体育

赛事设计创新和场景拓展，共同构建起深

度连接虚拟和现实世界的未来体育赛事

图景，展现中华体育文化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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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

广场，大型汉白玉组雕《信仰》纯净

圣洁、撼人心魄，71 名优秀共产党

员在党旗下宣誓的群像，彰显中国

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

这件重大主题雕塑的石料加

工地，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驱车自京昆高速曲阳南口而

下，驶向曲阳县城。一条 10 公里

长的“雕刻大道”贯通南北，道路两

侧尽是各家各户摆出来的石雕，既

有传统题材，也有现代题材，可谓

应有尽有。难怪当地民谣唱道：

“上到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要说打

雕刻，人人有一手。”

“曲阳自古盛产石材，特别是

汉白玉，质地脂润、晶莹洁白。两

汉时期，曲阳石匠便开始用石头雕

刻碑碣、建筑构件等。南北朝时

期，曲阳石雕中的造像、石狮等已

独具风格。隋唐时期，曲阳成为我

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重要雕造中

心。”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雕塑艺

术指导委员会会长杨跃武说，“很

多人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

重大工程建设，也都用到了曲阳石

雕工艺，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

展览馆等。”

重要雕刻任务的磨砺，助力传

统石匠逐步走上现代雕塑舞台。

“过去，曲阳石雕大多服务于

皇家建筑营造。新中国成立以来，

石雕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向，以记录

人民英姿、彰显时代精神为主旨。”

出生于雕刻世家的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高英坡，对于曲阳石雕不同时

期的创作变化感触颇深，“像老一

辈曲阳石匠，从小学习以圆雕 为

主的传统雕刻技法，练就了单凭

眼力就能雕出形神的硬功夫。在

参与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他们又

接受了专业雕塑理论培训，从而能

够 将 传 统 工 艺 与 现 代 审 美 相 结

合，使曲阳石雕既继承端庄优美

的造型特点、彰显浓郁民族风格，

也具有新颖明快的时代特征。”高

英坡说。

在重大主题创作中，曲阳石匠

雕琢出一方新天地。如今，在广

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大型

雕像《红军魂》、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新馆大型雕像《胜利的起点》等

创作中，依然可见曲阳石匠繁忙的

身影。

“伴随时代发展，曲阳石雕不

仅服务于重要场馆建设，也渐渐走

入城市生活。”高英坡回忆道，“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曲阳石匠参

与了许多城市雕塑建设，比如广东

广州的《五羊石像》、甘肃兰州的

《黄河母亲》等，让石雕工艺在城市

生活中绽放光彩。”

服务国家和城市文化建设的

同时，曲阳石匠也用双手将自己的

创意和对生活的感受雕刻在一块

块美石之上。

见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同

保时，他正在县城边上的工作室里

复刻其设计的代表作《我为妈妈擦

擦汗》。一般来说，石雕创作包含

设计、选料、勾轮廓、减荒、打粗、打

细、打磨等环节。眼下，刘同保正

在进行的是“打细”，即对雕像进行

细节刻画。

只见刘同保一手持小锤、一手

握刻刀，伴随“叮、叮、叮”的轻微击

石之声，人物身上的衣褶渐渐显

现。“再厉害的高手，在一块石头面

前也得谨小慎微。因为石料很脆，

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问题。”刘同

保说。

面前，雕像的主要部分已初具

雏形——一位年轻母亲坐在椅子

上，女儿踮起小脚，手拿毛巾为母

亲擦拭脸庞上的汗水。“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亲情最是动人。我一直

想把这种真挚、柔软的情感用石雕

表现出来。”刘同保停下手中的活

儿，缓缓说道。

“你看这里，我用了难度很大

的传统镂空技艺，使母女动作的衔

接更加自然。”顺着刘同保手指的

方向仔细观察，两名人物确实由一

整块石头雕琢而成，去繁就简，形

象饱满，令人惊叹。“曲阳石雕讲

求 不 唯 形 似 、重 在 神 韵 。这不仅

是对传统题材创作的要求，也是当

代石雕创作应当追求的目标。”刘

同保说。

传统技艺与当代题材的融合，

让更多人重新认识曲阳石雕。“北

京冬奥会举办前，不少石雕艺人自

发创作了一批充满现代审美趣味

的体育题材雕塑。像河北省工艺

美术大师马腾原创作的组雕《2022
冬奥梦》，将中国传统福娃形象与

冰雪运动相结合，风格简洁，还被

中 国 体 育 博 物 馆 收 藏 了 呢 。”曲

阳 县 雕 刻 定 瓷 行 业 服 务 中 心 王

士雄说。

紧跟时代步伐，激发着曲阳石

雕的旺盛活力。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内，

雕刻师王昭辉正在直播。他面前

摆放着各式笔筒、摆件等石雕产

品。“过去，大部分工艺品由于价格

高、更新换代慢、制作周期长等问

题，电商销售效果不佳。小巧玲珑

的文创产品不仅制作相对容易，价

格也更亲民，根据材质、大小、工

艺，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让大

家能买得起、用得上。”

曲阳石雕不仅打开了新思路，

也引入了新工具。走进当地一家

企业的雕刻车间，两台像大型烤箱

一样的长方体机柜引人关注。“这

是数字雕刻机，不论石料还是树脂

材料都可以雕刻。”负责人杨耀亮

说。在雕刻机里放上原材料，再将

电脑设计方案输入系统、启动开

关，便可以得到一件基本成型的产

品。如今，曲阳大中型雕刻企业基

本都配备了数字雕刻设备。“虽然

技术进步了，但手艺和科技一样都

不能少。数字雕刻技术大约只能

完成作品的 70%，像镶嵌、镂空等

‘打细’环节依然需要人工实现。”

杨耀亮补充道。

传统工艺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曲阳县的“石雕名片”越擦越亮。

“目前，全县已有 2300 多家雕刻企

业，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超 10 万人，

年产值突破百亿元。曲阳县雕塑

产 品 也 由 单 一 的 石 雕 发 展 为 木

雕、铜雕、不锈钢雕等多个门类，

产品种类达千余种。”王士雄自豪

地说。

从艺 40 余年，刘同保见证着

曲阳石雕前进的每一步，对未来发

展，他充满期待：“从古至今，曲阳

石雕中一直蕴含着工匠精神、创新

精神。坚守、传承老一辈石雕艺人

的匠心，不断推陈出新，曲阳石雕

的天地将更加广阔。”

越
擦
越
亮
的
曲
阳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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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场景。

倪敏哲摄（影像中国）

图②为四川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

育场俯视图。

吴 科摄（影像中国）

图③为杭州亚运会奖牌“湖山”。

杭州亚运会官网供图

图④为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外景。

曹 元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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