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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且农业文明发达，积淀了丰厚

的诠释自然主题的艺术传统。

中国人深爱自然，热衷描绘自

然事物，但又不执着于再现客

观对象的准确形象，而是取其

神采，讲究诗情画意，以塑造理

想境界为最终目的。描绘梅兰

竹菊、青山绿水，莫不如是，对

雪的表现亦如此。

传 统 视 觉 艺 术 多 刻 画 雪

景。一是恰到好处的降雪有利

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雪景图

便有了“瑞雪兆丰年”的吉祥寓

意。再是每次雪后空气格外清

新，当城市乡村一夜之间统统

变得素白静穆，更容易激发艺

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旺盛创造

力。此外，“澡雪精神”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

外延，也深刻影响着文艺创作。

虽说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雪

花为六角结构，中国古代却几

乎不正面描绘雪花。由单个雪

晶形成的雪花，通常都十分微

小。可用肉眼欣赏的、狭义的

雪 花 艺 术 ，必 定 是 放 大 的 图

像。它们在纺织图案和剪纸窗

花中得到浪漫演绎。雪花，严

谨对称、冷峻多变，注定要留给

现代艺术家开拓。近年来的雪

花艺术创作，主要集中在设计、

雕塑、装置和建筑装饰领域。

北方多雪。本来习以为常

的视觉符号，也在直率的审美

表 达 中 ，被 处 理 得 深 情 款 款 。

典型如牡佳高铁七台河西站的

设计。站房外观是抽象的冰刀

造型；站房内蓝白相间的顶棚

上，10 余朵白色“小雪花”簇拥

一朵金色“大雪花”；“大雪花”

中 心 由 12 座 奖 杯 环 绕 构 成 。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曾培养出多

位世界短道速滑冠军。七台河

西站的设计，便将冠军“基因”

纳入其中，实现了地域特色和

现代建筑的交融。

南方，少雪或者无雪。对

那里的朋友而言，第一次看见

这种白色晶体，多会情不自禁

地喜笑颜开。深圳地铁 12 号

线海上田园南站，同样以冰雪

为 设 计 主 题 。 设 计 者 提 取 雪

花、冰晶作为设计元素，将其抽象概括为菱形、三角形等几

何图形。两侧出入口以立柱为中心，站顶的蓝白色装饰向

6 个不同方向伸展，复刻雪花绽放的优雅形态；结合冰蓝色

灯光，渲染出皑皑寒冬的氛围，艺术张力十足。假如在炎热

的夏季走入地铁站，好似置身雪中，清凉无比，脚步更为轻

盈快意。在这里，科技、时尚与“以物咏志”的文化传统无缝

衔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以雪花为灵感的艺术创

作，带给观众“看不够的中国式浪漫”，汇聚“一起向未来”的

力量，将雪花主题设计推向高潮。例如，设计师历经 3 年时

间创作而成的“雪花引导牌”。每片“雪花”均以中国结为基

础造型构建，追求简洁、空灵之美。“千万雪花，竞相开放，万

千你我，汇聚成一个家……”伴随歌声，一片片写有参赛国

家和地区名字的“小雪花”在开幕式上舞动，“燕山飞雪”的

意境油然而生。再有，一束在巨大“雪花”中摇曳的小小火

焰，竟然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主火炬，实乃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雪花自由飞翔、身清志坚的精神，陪伴健儿们驰骋、超

越，成为生命状态的最佳写照。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水立方”也化身“冰立方”。在

其南广场，8 颗星星点点的“雪花”，尤其引人注目。那是灯

光艺术装置《雪绒星》。现代材料被编织成多面体结构，无

论从哪个角度欣赏，发光杆件都交叠出渐次变化的雪花图

案。吸引观者的，还有国家速滑馆广场上的公共艺术《雪舞

2022》。作品以风动原理配合雪花造型，当空气流动，“雪

花”便会转动。此刻，无形的风化作有形的玉树银花。浪漫

抒情的漫天“飞雪”，让数九寒冬生机焕发。

雪花，虽瞬息万变，却有着强烈的内在秩序，需要仔细

观察，方能感受其精妙。它们既个性鲜明，又遵循普遍规

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一片片雪

花灵动多姿又紧紧相连。它们是对自然法则的艺术呈现，

体现了中国智慧，更契合了全球盛会的精神内涵。

甲辰新春到来之际，上海市中山公园以多种多样的雪

花艺术，与市民共享冰雪之美。其中，主打作品《剪云雕雪》

由 280 余朵“雪花”组成。它们全部由手工编织、浇蜡定型，

片片不同，朵朵别样。雪花，本为自然杰作，转瞬即逝；雪花

艺术，汇聚艺者巧思，可长久流传。艺术来源于自然，又以

多样的形式语言加深了我们对于自然的热爱。

雪花的纯粹、洁净，是人们内心情感与美好愿景的直接

投射。如今，从北到南，不少地方都有雪花艺术的身影，足

以证明人们对雪花的钟爱。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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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冰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文

旅热度不减。在中央大街、兆麟公园、冰雪大

世界等地，美轮美奂的冰雕晶莹剔透，令游

客赞叹不已，也折射出近些年冰雕艺术发展

新成果。为适应人们不断提高的审美水平和

审美需求，冰雕艺术家在创作理念、内容、形

式、材料等方面持续创新，进一步强化冰雕的

观赏性、体验性、互动性，展现自然、艺术与科

技交融共生之美。

自然与艺术的和鸣

我国冰雕艺术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

汉代曾出现“积冰为楼”；唐代有“每至伏日，

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将冰雕用于赏

玩 、馈 赠 。 在 民 间 ，冰 雕 最 初 的 形 态 是“冰

灯”。在冬季寒冷的北方地区，人们常常就地

取材，制作冰灯用以照明。后来，一些民众在

春节、元宵节期间也会在家门口摆放冰灯，增

添喜庆氛围。1963 年，哈尔滨市兆麟公园举

办首届冰灯游园会，虽然展出的冰灯作品造

型简单、品种不多，却让人们对古老的民间艺

术有了新认识，拉开国内现代冰雕艺术创新

发展的序幕。

冰雕艺术之美，美在以自然为媒。多年

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冰雕艺术家的不懈探索，

冰雕艺术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均发生巨大变

化，不断刷新人们对自然之冰的认知。过去，

受冰块采集水平限制，创作者大多只能采用

1.6 米长、0.8 米宽、0.5 米厚的整块冰作为原

材料，制作单体冰雕。如今，将大型冰块分为

多个小块，再进行组合、堆砌、雕刻，成为更多

艺术家的选择。这种创作方式大大扩展了作

品体量，使复杂的大型冰建筑和组合式冰雕

制作更加便捷。

在题材选择上，许多创作者积极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养分。像郭兵要

《福禄》运用夸张而概括的手法，将传统装饰

图案中的蝙蝠纹样转化为贴近当代审美趣味

的立体形象，流畅而富有张力的曲线刻画了

蝙蝠振翅欲飞的生动情态，表达纳福迎祥的

美好祈愿。权振龙《三星堆》则将三星堆文

化的代表性符号如太阳神鸟、青铜面具等组

合在一起，以精心布局增强作品的整体感。

阳光下，光彩夺目的冰雕折射出古蜀文明的

灿烂与神秘。还有一些作品如李向宇《哪吒

闹海》、庞宇《后羿射日》等，均以浪漫主义手

法演绎民间神话故事，使冰雕艺术更具文化

韵味。

以冰雕诠释重大主题、反映现实生活，成

为不少创作者的艺术自觉。为迎接 2025 年

第九届亚冬会，哈尔滨市在多处主要路段和

旅游打卡点设置了形态各异的主题冰雕，可

爱敦实的吉祥物“滨滨”和“妮妮”引来许多游

客合影留念。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疆文化”

“冰雪运动”等主题，当地设计制作多件冰雕

作品放置于城市公共空间中，为冬季文旅增

添一抹亮色。

与文化融合、为旅游赋能，冰雕艺术的火

热，不仅促进了城市形象建设，推动了地域文

化交流，更丰富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科技与传统的交响

新技术浪潮气象万千。当下，传统冰雕

艺术与科技的不断融合，改变了冰雕的创作

媒介、工具和方式，催生了新的艺术风格与形

态 ，为 大 众 带 来 更 加 丰 富 多 元 的 冰 雪 文 化

体验。

从天然冰到复合冰，拓展冰建筑形态。

传统冰建筑多由天然冰经切割、砌筑而成。

由于天然冰强度较低，冰建筑的造型和建筑

规模难免受到限制。近年来，一些团队研究

利用复合冰制作冰建筑。通过在水中按比例

增加纸屑、纤维等物质形成的复合冰，强度

远高于天然冰，使打造大跨度冰雪建筑成为

可能。

从传统工具到电动工具，开拓冰雕艺术

表达空间。冰雕艺术家在创作中，往往综合

运用多种雕刻技法，包括圆雕、浮雕、镂空、反

雕刻、线雕刻等。要实现多样艺术效果，离不

开雕刻工具的进步。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还

没有专门雕冰的工具，老一辈冰雕艺人一边

制作一边摸索，慢慢才有了现在常用的几十

种工具。如今，电动工具日益普及，多种直磨

机钻头可以帮助艺术家实现更多想法。比

如，制作不规则造型如浪花、珊瑚、草木时，艺

术家不再需要长时间费力打磨，便可达到满

意效果。

从 单 色 到 多 色 ，丰 富 冰 雕 艺 术 视 觉 效

果。最初，国内冰雕多采用发白光的日光灯

管作为光源，为实现五颜六色的效果，只能将

彩色塑料纸包在灯管上。这样的灯光略显刺

眼、连续性差，难以充分彰显冰雕之美。现

在 ，节 能 LED 灯 带 逐 渐 被 应 用 到 冰 雕 展 示

中。这种灯带发光均匀、细腻柔和、通透明

亮，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色度参数。今天的

夜间冰雕景观已远不止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

种颜色，将大型冰雕与多彩灯光秀相结合也

成为创作新趋势。通过对灯光色彩的艺术设

计，冰雕的观赏性进一步加强，打造出一方绚

丽的冰雪世界。

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增强冰雕艺术

体验感。传统冰雕作品的呈现方式以静态展

示为主。如今，借助科技媒介，观众可以沉浸

式感受冰雕艺术魅力。例如，在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由冰块雕制而成的大型钢琴，呼应着

这 座 音 乐 之 城 的 文 化 特 色 。“琴 键 ”内 嵌 有

LED 灯带，并引入寒地低温数字雷达感应与

识别技术，当游客站在“琴键”上，其灯光颜色

便会发生变化，并奏响美妙音符。

科技的加入，进一步激发冰雕艺术家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一些创作者以数字艺术还

原冰的质感，创作虚拟冰雕，令人耳目一新。

更多创作者持续创新冰雕内容、形式、技法，

使冰雕艺术绽放新活力。

交流与互鉴的桥梁

冰雕用材环保、取材简单、制作方便、形

式多样，既是艺术的创造，也是文化的载体，

它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

期许。在各类冰雕大赛、展览上，人们通过创

作开启交流对话，增进文化认同。

第三十五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

第四十三届全国专业冰雕比赛、第十八届全

国大学生冰雕艺术设计创作大赛……在一场

场大型赛事中，国内外冰雕创作者在冰天雪

地中同场竞技，相互切磋。这些竞赛作品完

成后，大多就地露天展出。一件件新作既反

映出冰雕艺术创作的新面貌、新趋势，也为大

众了解冰雕艺术打开新窗口。比如，今年举

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专业冰雕比赛上，金奖

作品《鱼波龙年》展出后受到不少观众的关注

和喜爱。同时，人们也对精雕细琢的龙牙、龙

须将会融化乃至消失表示惋惜。借由这件作

品，更多人开始理解冰雕是一门“遗憾的艺

术”，只有在短暂的时间内及时观赏，才能领

略作品最美的状态。冰雕比赛也是培养冰雪

艺术人才的摇篮。在第二十一届黑龙江省大

学生冰雕艺术设计创作大赛、第六届中国·哈

尔滨国际青少年冰雕比赛等赛事中，大中小

学生纷纷拿起专业工具戛玉敲冰，为传承冰

雪文化贡献力量。

冰雕艺术是直观生动、便于传播的“语

言”，能够跨越时空展示中国文化、讲述中国

故事。不久前，在海外开幕的“你好！中国”

冰雕彩灯艺术展上，中国冰雕艺术家现场制

作了《吉祥龙》《“你好！中国”熊猫》等 7 组冰

雕作品，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表达

对外国友人的新年祝福和到访中国的真诚邀

约。近年来，冰雕作品不断走出国门，让中国

的冰雪之花在世界多地绽放。比如，汲怀龙

等人创作的《盛唐颂歌》，艺术再现唐代歌舞

场景，构图活泼，人物造型富有律动感，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厚重底蕴。又如，

王忠龙《中国画·话中国》将观众带入清莹秀

澈的中国书房空间。高悬的山水卷轴画、简

约的明式家具、典雅的文房用品等，在匠心雕

琢下尽显中华美学精神，营造出浓郁人文氛

围，向世界展示中国书房文化之美。在各地

举办的冰雕艺术展上，人们热情分享对冰雕

的喜爱，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冰雪是自然的礼物，冰雕艺术则是文化

的使者。夜幕降临，在灯光的映照下，一件件

冰雕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讲述着新时代的冰

雪故事，表达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冀。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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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艺术装置《雪融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黄蔚欣

团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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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

任广宇摄（影像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呼伦

贝尔古城内的冰雕。

王晓博摄（人民视觉）

▼第三十五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冰雕比赛参赛作品《龙腾盛世》，作者

朱军华。

卜 刚摄（影像中国）

▲冰雕作品《兵马俑》。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