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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题材经典作品亮相

一进中国美术馆前厅，雕塑家潘鹤创作的《开荒牛——
献给深圳特区》矗立在眼前。这头“开荒牛”身体前倾、肌
肉紧绷、奋力向前，拉开了本次展览的序幕。

在圆厅中，展览的开篇“瑞牛呈祥”重点展示了“牛”
题材的经典名作，涵盖雕塑、国画、油画、版画、漆画、书
法以及年画、剪纸等艺术形式，共70余件，是融汇经典、喜
庆、祥和为一体的烘托新年氛围的主题版块。

齐白石的 《红衣牛背雨丝丝》 上，扎着朝天辫的小孩，
天真烂漫地躺在牛背上放风筝，牛儿的步伐轻松惬意，如一
首田园牧歌。李可染的《榕树水牛》以墨为主调，巨大的墨
榕树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大半部，底部以留白代水，两个牧童
骑在牛背上对语，充满乡野情趣。作为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
先驱，丰子恺《庆丰收》里的小牛憨态可掬，两朵红花插牛

头，这幅创作于1961年的画作，距今正好一个甲子，又是辛
丑春来到。董希文的油画《千年土地翻了身》中，人物后仰
的动势，牦牛昂首奋蹄的姿态和黑土地笔触的走向，使画面
充满了行进感，高耸的雪山和碧蓝的天空，让人感受到西藏
春天的心旷神怡。

除了馆藏经典画作，刘开渠的 《牦牛》、熊秉明的 《小
牛》《回首牛》《抵首牛》《卧牛》 等雕塑作品，让圆厅里布
满了“牛”的身影。

“牛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美好形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吴
为山表示，在这次展览中，中国美术馆对“牛”题材的藏品
进行了详尽梳理，从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到奔牛，从古
代到现代，集中展现了牛的精神。

讴歌创造美的人民

“耕耘者，展开了小康社会的画卷，奏响了劳动的赞
歌，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把大地描绘得五彩缤纷。”展
览前言中写到。由此，展览主题围绕“美是由人民创造的”
展开：人民耕耘在希望的大地上，创造幸福生活，建设美丽
家园；美术家们笔耕不辍，用心灵描绘美的事物、塑造美的
精神。

除“瑞牛呈祥”，展览还以“时代壮歌”“大地诗韵”
“艺心同音”“石榴同心”“医者仁德”“大国工匠”等篇章以
及“书为心画”“人民的形象 （续篇） ”（含“张安治绘英模
人物作品展”） 2个专题展，用海量的美术精品，讴歌创造
美的人民。

广廷渤的油画 《钢水·汗水》 是写实主义经典作品，通
过对4位炼钢工人汗流浃背、解衣透凉、举杯畅饮等情境的
细致描写，表达出对劳动者的赞美。方增先的 《粒粒皆辛
苦》 以简约的墨线为骨，吸收了西方绘画明暗、块面的手
段，描写一位赶着满载丰收稻谷马车的农民，捡拾麦穗时专
注的神情，体现了这句妇孺皆知的唐诗的寓意。

这一年多来，一群特殊的耕耘者始终坚守在抗疫一
线。展览以“医者仁德”篇章，精选 26 件绘画、摄影、雕
塑作品，勾勒出各个时期医护工作者的伟大精神。这里既
有医生的肖像，如靳尚谊刻画的静默深沉的 《医生》；也有
医护工作者的群像，如邓子敬的 《新医班》；更有抗击非
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感
人场面。

书画家也是默默耕耘者。此次展览的“书为心画”篇章
以独特的角度，遴选中国美术馆藏画家书法精品，让观众一
览唐寅、董其昌、郑燮、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画家的
惊艳书法。

“展览的九大版块虽然定位不同，但从方方面面抒写耕
耘，从点点滴滴赞美耕耘者，弘扬耕耘精神。”吴为山说。

古城苏州，钟灵毓秀。画家陈水发就出生于此。他7岁
拜现代美术家周怀民为师，少年时期又得文博前辈吴雨苍悉
心指点，青年时期行走于上海、北京等地，与刘海粟、徐邦
达、程十发等名家颇有交集。

陈水发以画梅得名，远追宋代杨无咎、元代王冕、明代
周之冕，近学清代金农。他数十年如一日埋头画桌，研习画
理，融各家之长，画梅别具一格。

陈水发画梅，一是基本功扎实；二是讲究架子谨严，干
枝脉络清晰；三是点画之功，花蕊逼真，用墨、用水、用色
调和，参差变化，大有讲究。他的梅花虬枝盘曲，立体感
强，参差交错的枝干浓淡变化有序，给人一种自然、富有生

气的力度感。盛开和含苞的梅花成片结簇，或伸展或低垂，
似有暗香来。

日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正式
发布。其中，北京冬奥会共有24个体育图标，冬残奥会
共有 6个体育图标。这些体育图标是篆刻与汉字的相互
融合，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遥相呼应，
是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又一个“中国文化符号”。

本版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冬奥
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体育图标设计团队
主创设计师林存真撰稿，讲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体育图标诞生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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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汉印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的
发布激动人心，其诞生背后的故事要从 2020 年
初讲起。

最初做体育图标创意方案时，我们有将近
20 个方向。在确定了文字这个灵感来源后，团
队第一时间拜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我们反复
研究甲骨文和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从历史里找
答案，从历史里找灵感，寻求如何用文字来准
确表现运动项目。

一开始，我们想使用书法。但冰雪运动是
速度和力量的体现，团队尝试书法的时候发
现，一些体育图标会显得力量不足。比如冰球
图标，就很难用毛笔把冰球激烈比赛中的力量
感展现出来。

一次，我们在尝试不同色彩上效果时，在
图形下放了一个红色的底。这让我们得到启
发：红色底、白图形就是印章。相比于书法，
印章更有力度，因为刻出它的刀法是有力度的。

于是我想到了篆刻。笔法与刀法比较，刀
法的力量感更强。同时，由于刀和石头的碰撞
关系，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边缘结构。当即
便决定尝试篆刻这个思路。

秦汉时期的印章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的顶
峰，“印宗秦汉”成为后世文人篆刻的“金科玉
律”。其中，汉印的风格典雅庄重、古朴淳厚。
这次冬奥体育图标主要以借鉴汉代印章为主。

百易其稿

这个创作团队除了我本人，还包括陈翊君、
代依莎、姚俊飞、张维、富心怡和东道团队等。

篆刻之前，画图标就是一个反复修改的过
程。图形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如果不了解一
项运动，没有很强的图形能力，创作者很难画
出适合的图标。此外，团队还要结合运动特
征、文字结构、篆刻风格等，形成体育图标的基
础元素和结构的系统规范。比如运动员的头部、
四肢、躯干和雪具，应该使用多粗的线条来呈现。

因此，我要求团队的设计师，每画一个图
标之前，草稿必须达到100稿以上，这样手头才
会有感觉。有的图形出得比较快，可能画一两
百稿；也有的图形，几个人分工画上千稿，都
达不到理想效果。

在篆刻时，我们发现，表达运动一定要选
择契刻速度比较快、崩残效果比较明显的印

章。“崩残”在表现冬季运动方面显示出独特的
优势，特别能展现冰刀铲雪那种崩雪的感觉。

然而在实践中，“崩残”有时候也会给创作
人员带来困境。

团队成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青年
教师、篆刻艺术家张洺贯提到，用刀刻石头的
时候，由于不能掌握石头每一个局部的情况，
刻得比较快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崩残”。如果
出现在运动提示速度的位置，那是合适的；但
是出现在身体结构部位，就会对图像表达有一
些影响。

例如花样滑冰图标，团队确定的动作是一
条腿立于地面，另一条腿用手搬起，上方腿划
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如何处理这条弧线却是一
道难题：如果太倾向于圆整的弧线，就不太像
篆刻；太有“崩残”感，又不符合人体特征。

事实上，整个体育图标的诞生过程并没有
捷径可走，就是不断探索两个看似矛盾的目的
之间可能达成和解的地带。

让篆刻“动起来”

为了让传统的篆刻在年轻人心里激起一些
浪花，设计动态版体育图标，成为团队又一个
主攻方向。

如何把二维的篆刻转换为三维的动画？如
何在 2—3 秒的短时间里高度提炼经典动作，呈
现运动特点，还要符合运动规范并且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些都是让篆刻“动起来”的难题。

团队成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靳军和教师吴松泊在研究后发现，刻刀与石头
接触过程中“崩残”出的粉末，可以与雪花冰
花产生关联。由此产生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联
系。篆刻这门传统艺术与时尚的冰雪运动结
合，刻刀的动作，冰雪运动的动作，从静到
动，从古至今，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最终发布时，体育图标以一种时下流行的
超感动图形式“动了起来”，30 个图标各自在
2—3 秒的视频动画中，由二维的篆刻转换为三
维的冰雪运动，高度同步、快速重复，同时配
合背景音乐的节奏，达到了“燃”的效果。

我们希望传统的印章变得年轻、有活力，
让更多年轻人通过体育图标爱上篆刻。未来，
体育图标还会设计交互式产品，鼓励大众去模
仿图标中冰雪运动的经典动作。

“双奥”呼应

2020年9月中旬，本次体育图标的终版，通
过各个对应赛事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
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审批。团队的成果得到
认可。

在和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部长佟立新沟通
时，他提到：“体育图标可以超越所有的语言，
超越所有的文字，无论是运动员、教练还是观
众，看到标识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项目，所以
它的作用和使用价值非常高。”

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临近，北京将史无
前例地成为“双奥之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时，体育图标借鉴了篆书概念；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采用的是汉印。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图
标的呈现形式是拓片；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用的则是篆刻印章。

把两次的图标放在一起会发现，它们不尽
相同，却很协调，都再现了中国文化的样貌。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透过
刀锋所体现出的书法笔意与方寸间的高妙布
白，将书法与镌刻结合，展现“方寸之间，气
象万千”，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
的理念相呼应，体现“双奥之城”和奥林匹克
文化传承。

北京2022年冬奥会体育图标 （部分）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体育图标 （部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设
计团队工作现场

（本文配图均由撰稿人提供）

“美在耕耘——中国美术馆2021新年展”举行——

近600件作品致敬奋斗者
本报记者 赖 睿

“如果说，即将到来的牛年春天是
一首激情澎湃的歌，那么，耕耘者就是
最美丽的音符。我们赞美耕耘者，他们
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我们感恩耕耘
者，他们是可亲可敬的人民。”在“美在
耕耘——中国美术馆 2021 新年展”开幕
之际，展览总策划、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如是说。

本次展览以牛的形象为主体，展出
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脍炙人口的名作及部
分邀约作品近600件，致敬各行各业辛勤
耕耘的奋斗者。

似有暗香来
金紫骁 童稼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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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之春 （中国画） 叶浅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