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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雅致

“这个设计特别有传统韵味，像一幅中国古画。”在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制服终审稿中，国际奥委会的一位专家这
样评价。

贺阳以灰色调展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核心图形“赛区山形”，
表达出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的意境；灰色与红色搭配，在视觉上构成
一种中国式的雅致、含蓄。“中国人看山水，不只是自然的山水，
也是人文的山水。”贺阳说，寄情山水，象征着君子人格的高洁品
质，是中国人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和价值观的体
现。在她看来，山水本身就体现了君子人格、仁者之风，具有博大
的胸怀。这与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是契合的。

这个灰色水墨意象，源自北京冬奥色彩系统中的“长城灰”，
由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色彩系统延展而来，体现了北京奥运遗产的
连续性与价值。工作人员和技术官员制服中的“霞光红”，取自北
京冬季初升的太阳与霞光，是温暖与希望的象征，体现了工作人员
和技术官员的工作热情。志愿者制服中的“天霁蓝”，是中国传统
陶瓷珍品——霁蓝釉的颜色，具有宝石般的光泽，体现了志愿者的
活力。“瑞雪白”作为制服的调和色，象征了冰雪世界的纯净高洁。“瑞
雪兆丰年”的吉语，也契合了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时间——春节。

“在整个设计中，做好各方面的平衡是最重要的，比如视觉上
稳重与动感的平衡、图形完整性与穿着功能有效性的平衡、时尚性
与普适性的平衡等。”贺阳说。

除夕夜定稿

我们今天看到的志愿者服装包含山水图形，并且放大了核心图
形中的长城元素，对角线的动态构图，形成持续流动、跳跃、进取
向上的视觉意象。这版制服直到2021年2月11日才最终定稿。

那天正是大年三十，贺阳数易其稿的志愿者服装还是没有过
审。看着制服上的长城元素图形，贺阳自己也觉得不够满意。彼时
学校已经放假，时间紧迫，贺阳不得不临时在线上召集两个学生，
再一次尝试调整。

长城元素用得不好看，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设计不统
一。”贺阳发现，志愿者制服上衣的下方是倾斜的“赛区山形”，长
城如果平直摆放，视觉上便与“赛区山形”不统一，因此首先要让
长城元素也倾斜过来。完成倾斜后，贺阳又觉得长城图像太实，显
得生硬，需要增加透视效果，并且虚实结合，体现出层次感、错落
感和速度感。每做一步，贺阳都先画好草图，学生们再依照草图和
她的要求调整，一遍又一遍。

采访中，贺阳指着志愿者服装上长城元素的一个竖道间隔告诉
记者：“这是在出错中偶然发现的一个更好的设计。”当时，学生不
小心调错了，把一个色块隔得特别远，正要调回来，贺阳忽然觉得
眼前一亮，迅速制止了她。“我发现间隔大了反而更好看，又让她
把其他几个间隔也调大。”贺阳回忆说。果然，调整后的画面显得
空灵又舒展，一种你追我赶的动感也出来了。就这么定了！

“设计很神奇，有时候想象中的合理，在现实中却并不合适，
在错误中反而能发现一条新的出路。”贺阳说。

限制中创新

“很多人问我，奥运会的制服装备视觉外观设计征集已经规定
了款式、标准色、基本图案，还怎么创新？”在贺阳看来，这并不
是个问题。“征集中，大家都使用这些相同的元素，但设计出的作
品却差别很大。”贺阳表示，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明确了方向；
在限制中寻求创新与突破，是参与奥运设计工作的重要使命。

贺阳的这一认识，也与她长期从事中国民族服饰研究工作有
关。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在贺阳
看来，全国各地传统服饰的不同正是与限制有关。“地域、材质、
工艺的限制，造就了各地传统服饰的独特风格。限制本身并不阻碍
创新，在限制中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就能形成具有识别度的创
新。”贺阳说。

在贺阳的认识中，好的设计有一个通用的理念，那就是“节
用”。所谓“节用”，即节省地使用元素，用最少的元素表达最丰富
的效果。这一理念也贯穿于此次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制服设计
中。贺阳举例说，制服的袖子原本使用了小雪花图案，以体现冰雪
世界之美，但却显得有些杂乱，果断去掉后，元素减少了，纯净高
洁的效果也体现出来了。“少即是多。元素少才能让人一目了然，
所要表达的理念也更加清晰明了。”贺阳说。

作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系列制服以及火炬接力服装
的设计师，贺阳在 2020 年参与了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式礼仪服装的设计工作。在不久前的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上，
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服装同样出自她之手。“可能有一种奥运
情节吧。”贺阳说，虽然每次设计都不容易，但自己还是总想参
与。在她看来，奥运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发
光发热。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不负青山——中国美术馆藏建设
美丽中国题材作品展”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本次展览是文化和旅
游部 2021 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
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同时被列
入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
展，通过中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摄影、水彩等艺术门类，
展现了一代代中国人豪情满怀建
设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

展览展出中国美术馆藏的、
由 73 名美术家创作的 83 件作品，
按照时间顺序和主题分为“垦
殖：绿化祖国”“建设：重整河
山”“防护：绿色长城”“新颜：
绿水青山”4个篇章，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焦裕禄、杨善洲、王有德
等一代代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广
大人民群众开展的一系列垦荒、
改造盐碱地、植树造林、治沙、
建设水利工程的鲜活故事。

展览还包括近年来文化和旅
游部组织创作、反映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成就的多件主题性作
品。通过比较，观众可以更加深
刻地看到从荒漠、盐碱地到绿色
家园的转变。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展览体现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几代美术家扎根生活，用优秀的作品歌
颂伟大时代的实践；通过展览，观众可以看到建设
者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辛勤耕耘的身影，他们
用汗水浇灌出今天的美好家园。

本报电 （闻逸） 11 月 6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美术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

“春满神州——喻继高绘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展出画家喻继高作品 100 余幅，其中大型创作
10余幅，多为他近年创作的精品。

今年90岁高龄的喻继高已经从艺70年。他以独
到的对美的发现和理解，与花对话、与鸟共鸣，歌
颂生命、关爱自然、呼唤和平。他画牡丹的雍容华
贵，画松鹤的延年益寿，画荷花的清逸高洁，画白
鸽的和平境界，画出了大自然的妙趣横生，画出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画出了新时代的昂扬诗
情和勃勃生机。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马锋辉表示，喻
继高的作品工写兼融、色墨并致、文雅唯美、深受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纵观其艺术创作会发现，他
在重视工笔画传统、突出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
有机融入民间审美情趣，对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艺
术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特别是传承了以陈之佛
为代表的新工笔画——继承传统、融合中西、贴近
生活、抒发真情的艺术精神，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审
美境界。

“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日前在中国国
家画院美术馆举行。从三国的 《上尊号碑》 到北齐的

《铁山石颂》，展览展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中的30
通碑刻，几乎皆为拓本原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
段，也是书法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为唐代书法的鼎盛
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中国文字发展非常活跃的历
史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丰富的面
貌，并通过这些刻石传承下来。

展览中最为瞩目的展品当属立于展厅中央、高近 6
米的《好大王碑》拓本。该碑刊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

（公元 414年），距今已有 1600多年历史，由一块巨大的
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四
面环刻的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君王谈德的战
功。其书法风格方正纯厚，古拙厚重。此次展出的为民
国初年拓本，殊为难得。

展览以30通碑刻为基础，分为“理论”“鉴碑”“创
作”三个研究部分。其中，“理论”部分是围绕拓本考
证、鉴藏题跋、技法与样式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倡

多元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尤其鼓励对三国两晋南北朝
刻石的书体演变、书学思想、作品个案研究及其在当下
的发展境遇和审美趋势进行分析；“鉴碑”部分主要针对
具有代表性的拓本进行简要介绍；“创作”部分则要求作
者基于“三十品”的某一品为母体进行书法创作。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魏杰介绍，此次展
览在选择碑拓及书体方面，主要以对后世书法影响较大
和对书法走向起到关键作用的为主。本次展览的举办及
其图录的出版，是一次学习传统与经典的机会，相信一
定能在书法界引起对碑学的重新审视和梳理，对当代书
法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展品来自北京市文
物交流中心等专业收藏机构。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主任
李晨介绍，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的库存中有一定数量的
碑帖文物，其中不乏善本。这些碑帖的汇聚离不开几代
文物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些文物资源目前正在逐步开
发，合理利用，未来将用于更多社会公益活动。

本报电（周蓉） 由中国油画学会、北京美术家
协会、北京画院共同主办的“迹——雷波油画展”
日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雷波的油画
作品 70余件，观众可以从中领略中国本土油画的精
神和气质，感受画家笔下的朴实和诗意。

雷波的油画创作兼容“当代和传统”，包容“中
和西”。自2005年，雷波便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和油画语言的融合问题。十余年间，他数次到河
南巩义石窟寺采风，到山西研究墓室壁画，感受历
史遗留下来的那份斑驳的厚重，感受民族文化延续
下来的血脉和气息。他将曹衣出水的婀娜、吴带当
风的飞动都融入到自己的油画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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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
制服在北京发布，包括工作人员服装、技术官
员服装与志愿者服装。作为冬奥会形象景观设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北京冬奥会制服以
整体气质传达出奥运工作者和参与者的精神风
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近日，记者专访了这一系列制服的设计
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贺阳，听她讲述设计背
后的故事。

▲ 展览现场 主办方供图

从三国的《上尊号碑》到北齐的《铁山石颂》——

三国两晋南北朝重要碑刻拓本展出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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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继高作品描摹时代春色

雷波油画展举行

▲ 山区新平原 （版画） 罗映球

▲ 玉兰太平 （中国画） 喻继高

▲ 模特展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制服装备。
受访者供图

▲ 首场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上的
颁奖礼服由贺阳设计。 受访者供图

▲ 贺阳讲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志愿者服装的
调整过程。 赖 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