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亚运会的举办，让中

国再次汇聚世界目光。与杭州

奥体中心体育场相距不远的钱

江世纪公园内，一座融合宋韵

文化与亚洲植物文化的“亚洲

花卉主题园”，以花为媒、以公

共艺术为桥，向人们传递合作

开创美好未来的心愿，成为亚

运会热门打卡地。为配合杭州

亚运会，一批富有文化韵味、融

入体育元素、融合科技感与艺

术美的公共艺术作品和文化景

观在浙江多个城市相继落地，

扮靓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城市

文 化 品 位 ，成 为 家 门 口 的“ 文

化 风 景 线 ”，为 盛 会 营 造热烈

氛围。

近年来，以盛会助推城市

文化建设已成趋势，公共艺术

成为重要抓手，彰显城市品格、

沟 通 中 外 交 流 、镌 刻 时 代 记

忆。艺术走向公共空间，对创

作材质、尺度和表达方式也提

出 了 不 同 要 求 。 如 何 彰 显 主

题？如何协调与城市历史、自

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近

期一系列与亚运会相关的公共

艺术创作，在极力彰显城市自

然之美、文化之美、活力之美、

自信之美中，为艺术走向公共

空间提供启示。

如今，公共艺术的内涵和

外延都大大拓展，许多创作者

尝试以景观空间叙事来传递情

感、赋彩城市生活。“亚洲花卉

主题园”相关设计便是一种积

极尝试。从整体到局部，花园

囊括多个景观空间，赋予观众多重审美体验。如“种子广场”

中央，用鳞片状的竹板创作成一件松塔造型的作品，松塔内部

通过感应装置投射亚运影像，增强了趣味性和文化性。“好运

莲莲”广场的圆形水池，既是景观设计也是公共艺术。池中种

植 20 余种睡莲传递“好运连连”的美好祝福；祥云纹样分隔池

底高差，不同色彩饱和度的玻璃形成了色泽渐变的池底空间，

宛如莫奈油画《睡莲》般充满浪漫诗意。夜间，池底灯光亮起，

更添梦幻之感，成为花园特色夜景之一。

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追求文化性与艺术性的

和谐统一。漫步杭州湖滨步行街，公共雕塑《湖之源》引人注

目。该雕塑以珍珠为基础造型，艺术化表现关于杭州西湖源

起的传说——“龙凤夺珠”典故。作品中间，大大小小的珍珠

镶嵌在波纹间，形成镂空效果，也串联起两侧的波纹和镜面，

象征西湖的山与水，虚实相生，尽显东方审美意蕴。雕塑中还

嵌入灯光，每当夜幕降临，光影在波纹间闪烁，成为夜间一道

亮丽的景观。在温州市瓯海区宁波路与今汇路交叉口，一座

大型“龙舟”雕塑将翻腾的浪花和龙舟竞渡的景象艺术化统一

起来，既彰显瓯海区作为“中国龙舟文化之乡”的深厚底蕴，也

呼应其作为亚运会龙舟项目比赛承办地的角色。

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是当下公共艺术创作的另

一个重要维度。一些公共艺术作品与空间融为一体成为景观

构筑物，观众置身其中可获得沉浸式体验。比如“亚洲花卉主

题园”中的友谊花廊设计，以安吉竹子为主材，以莲花花瓣造

型搭建而成，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遥相呼应，兼具生态美与

工艺美。竹廊中悬挂多种植物花卉和灯束，营造神秘氛围，游

人穿行其间不仅获得别样的空间体验，也在赏花、拍照等过程

中参与了作品的最终艺术呈现。

在不同空间，公共艺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重要交

通枢纽等空间中，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往往会成为具有地域

性和识别度的文化符号。比如，杭千高速富阳互通口的景墙

装置作品《奔竞不息》，立体化呈现了杭州亚运会主图形“润

泽”，线条的绵延起伏与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意境相合，把

传统和现代、山水和人文统一起来，寓意奔竞不息的体育精

神。作品下方点缀多个在富阳赛区举行的亚运比赛项目图

标，既丰富层次表达，又强化了信息传达。此外，在温州市等

多个城市街头，也随处可见许多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景观设计，

为城市空间增添亮色。

以杭州亚运会的举办为契机，一件件公共艺术作品通过

多维表达，成为对城市文化的“阅读”和“再书写”。这种体育

和美育、城市和艺术、自然和人文的多重互动，将成为人们对

亚运会记忆的亮点，也将激发公共艺术赋彩城市空间的更多

可能。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让
艺
术
走
向
公
共
空
间

沈
实
现

▲仙居花灯《杭州亚运花灯》系列，作者陈建伟。

▲红檀扇《亚韵》，作者孙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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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花卉主题园”种子广场松塔造型公共艺术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浙江衢州余东农民画长卷浙江衢州余东农民画长卷《《余东画村迎亚运余东画村迎亚运》（》（局部局部），），

作者郑利民作者郑利民、、毛美仙毛美仙、、郭尧胜郭尧胜、、郑位良郑位良、、余云梅余云梅。。

◀◀ 黄 杨 木 雕黄 杨 木 雕《《此 起 彼此 起 彼

伏伏》，》，作者吴尧辉作者吴尧辉。。

▲面塑《江南忆》，作者孙雨燕。

杭州亚运会上，体育之美竞相绽放。赛

场内，体育健儿奋勇拼搏、激情逐梦；赛场

外 ，体 育 文 化 艺 术 展 览 凝 聚 力 量 、传 承 精

神。借助展览，一件件体育文物、美术作品、

工艺品，共同勾勒中华体育发展脉络，艺术

诠释中华体育文化内涵，展现全民共享亚运

盛会的火热激情。

溯古探今 弘扬体育文化

从西周射礼、先秦御术，到唐代马球、宋

代蹴鞠，再到如今人们依然喜爱的武术、围

棋、龙舟，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孕育了

独特的中华体育文化。近期，许多展览以具

有代表性的体育文物为媒，追寻中华体育源

流，讲述中华体育故事，展现中华体育文化

对世界体育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古画里的龙舟竞渡有多精彩？画像砖

上都有哪些体育项目？在杭州亚运会博物

馆“中华体育 源远流长——中华体育文化

展”上，138 件（套）文物陈列于江南园林花窗

造型的展柜中；展墙上，与体育活动相关的

诗词典故同文物遥相呼应，共同解答观众心

中的疑惑。经过精心设计的展厅，将古物之

美与风雅宋韵融于一体，使观众在美的体验

中感悟中国体育文化观。正在杭州市萧山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竞出东方——中

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展”上，国内 18 家博物馆

的 105 件（套）文物齐聚一堂。从中，既可领

略古人“投壶工鹤飞之巧，弹棋穷巾角之妙”

的快意，亦可感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的豪迈。

厚 重 的 体 育 文 化 滋 养 着 中 国 体 育 发

展。体育运动的活力，在展厅中再现。在杭

州全民健身中心举办的“汇聚体育之光 共

赴美好未来”展览，以 100 余件（套）近现代体

育文物、300 余件艺术作品，带领观众回顾中

国近现代体育发展历程 ，畅 想 美 好 未 来 图

景。特别是 1990 年亚运会火炬、奖牌等珍

贵文物的展出，带领观众重温亚运会与中国

体育发展的历史记忆。正在杭州市临安区

博物馆展出的“搏·戏——中国古今体育文

化展”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多场大型

体育赛事相关火炬、徽章、奖杯、纪念品等一

一展出，传递体育精神，吸引观众目光。

溯古探今，一个个展览不仅向世界展示

了中华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为城市打开

一扇“体育文化之窗”，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人们通过体育加深了解、建立友谊。

融合碰撞 彰显竞技魅力

在体育运动中，竞技体育堪称力与美的

交响，备受关注。如何用艺术更好地弘扬体

育精神？如何触发人们对竞技体育的更多

思考？从传统艺术类型创作到新媒体探索，

近期体育文化艺术展既奏响融合竞技之美、

精神之美、生命之美的乐章，又为当下体育

题材美术创作提供启示。

超越简单描绘，通过艺术提炼和主旨升

华，竞技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在美术工作者

笔下熠熠生辉，引人共鸣。在中国体育博物

馆线上体育美术作品展中，不少作品定格体

育健儿挑战极限的瞬间，以有序的节奏生动

呈现运动激情和体育之美。像唐中国雕塑

《冲刺》、梁永贵中国画《健美乐章》等作品，

通过艺术化语言营造出比赛的紧张感，富有

视觉震撼力。还有一些作品凝练主题，以宏

大场景彰显奥林匹克精神的生生不息。比

如，“‘我爱杭州 奉献亚运’书画篆刻作品

展”上，欧阳全油画《文明源头——亚运之

约》将亚运会上多名体育健儿全力拼搏的瞬

间场景组合在一起，形成充满动感的视觉中

心，形象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

现代体育运动与工艺美术结合，又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浙江展览馆，“‘艺起迎

亚运’浙江省民间工艺主题创作精品展”汇

聚浙江省 56 位民间艺人精心创作的 100 余

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在继承体育题材工

艺美术创作传统的同时，很多创作者在追求

运动之美与材质之美、工艺之美、装饰之美

共融中开辟审美新境。像吴尧辉和虞金顺

的黄杨木雕，以立体化的凝练造型凸显运动

张力，素雅木质与运动力量形成刚柔相济之

美；林爱国的铁艺《自行车赛》，将体育健儿

骑行场景融入装饰性创作，使作品充满抽象

美。还有体育题材编织、面塑、刺绣、花灯等

作品，也各彰其巧，展现了民间工艺美术的

现代探索和创新面貌。

随着杭州亚运会首次纳入电子竞技项

目，美术工作者也通过多元创作展现对人与

科技、竞技精神当代文化意义的思考。正在

浙江美术馆展出的“博弈论：亚运竞技主题

数字艺术展”，通过“赛博/无限之竞”与“共

生/超越之界”两大篇章，以油画、雕塑、综合

材料、装置、新媒体等多种媒介形式，展现竞

技、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共融关系。其中，既

有可扮演角色参与竞技的体验装置，也有深

刻发掘人类竞技体育在虚拟世界各种可能

性的作品，与杭州亚运会“心心相融，爱达未

来”的主题相契合，引发人们更多思考。

人人参与 共享亚运精彩

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运动员的盛会，也

是体育爱好者的盛会。比赛现场，热情的观

众们为参赛选手呐喊助威、加油鼓劲。健身

公园里，跑步、打球、跳操等活动随处可见。

场内场外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吸引着美术

工作者用作品记录人人参与的盛况，传递共

享精彩盛会、推动全民健身的理念。

民间艺术植根乡土，天然带有生活的色

彩、地域的文化，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待。

亚运会开幕之际恰逢中国农民丰收节，许多

农民画创作者用充满地方特色的画卷，表达

喜迎盛会的心情。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农

民画创作者，走进亚运场馆，了解体育文化，

以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将各地代表性文化

元素、建筑符号融入画面，最终完成累计近

百米的 14 幅长卷，捐赠给杭州亚运会组委

会，并在“‘浙里石榴红 共绘亚运梦’民族

（农民）画长卷作品展”上展出。作品中，从

北国大地到江南水乡，从黄土高原到东南沿

海，处处涌动着体育激情，打篮球、踢足球，

舞板龙、庆丰收，明艳的色彩与富有乡土韵

味的艺术语言相融，“奏响”欢快的运动乐

章。还有不少创作者将杭州亚运会吉祥物

“江南忆”、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等标志性元

素融入创作，使作品洋溢时代气息。比如，

在“‘艺起迎亚运’浙江省民间工艺主题创作

精品展”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制扇技

艺传承人孙亚青的新作《亚韵》，扇面空间不

大，内容却很丰富——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大莲花”占据主要位置，六和塔与雷峰塔交

相辉映，各类体育项目图标装饰扇面边缘。

新题材与老技艺的融合，展现了文化遗产与

体育盛会的精彩碰撞。

从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到体育设施

不断完善，再到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接

连举办，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运动

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展览中，反映全民

健身的美术作品也日益增多。例如，在浙江

省温州市瓯海区东瓯书院举办的“‘龙翔亚

运 舟竞瓯海’中国龙舟文化主题艺术展”，

通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龙舟文化的历史脉

络与当代叙事。参展作品张增添油画《五月

的阳光》，以正面视角刻画了一群业余选手

划龙舟冲过终点的瞬间——人们高举船桨，

比出代表胜利的手势，展现了运动带来的喜

悦。从画面中到展厅里，运动的乐趣接力传

递。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趣玩运动会·
青少年教育体验展”上，场景模拟、互动答

题、游戏参与等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乐中了

解体育文化。可观、可触、可体验的展览，进

一步激发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融体育与美育于一体的体育文化艺术

展览，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

明之间交流互鉴，相信未来也将开启更多体

美融合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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