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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上海市民中，不少人对1982年

9月25日的一则喜讯仍留有深刻印象。当

电波从秘鲁共和国首都利马传来，中国女排

战胜千难万险，以3:0力克秘鲁队，夺得第9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时，举国一片欢

腾。老一辈的平面画师李慕白、金雪尘也带

着激动的心情，为女排夺魁创作了一幅体育

海报。海报上，女排姑娘戴着金牌，左手执

球，右手捧杯，站在五星红旗前，在鲜花的簇

拥下，尽情地展示着东方之美和运动之美。

整整40年过去了，从这幅体育海报的设

计中，年轻人不难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社会昂扬向上的氛围，海报中的女排运动员

形象所代表的“女排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的追梦人。

从宣传到诠释
创意“定格”运动之美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多年的杭佳怡，曾对

中国体育海报设计的发展做过一些研究。

“体育海报作为平面设计中的一个分支，从

20世纪90年逐渐变得热门起来，从2008年

北京奥运之时，又进入新的阶段，设计的语

言也变得更加丰富、灵动，给了年轻设计师

很大的发挥空间。”

她认为，体育海报设计看似只是体育领

域的事情，实则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众

审美观的变化息息相关。中国体育海报设

计的趋势变化，不只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一面

镜子，更是折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常生

活审美观念变化的缩影。

按照杭佳怡的解释，20世纪50年代至

80年代，中国体育海报设计基本都以人物为

主。除了体育健儿之外，还有大量农民、工

人、青少年的形象出现在海报设计中，他们

以各种健硕的运动姿势向不同的社会群体

发出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体育赛事的号召，

起到了很强的宣教作用。

“别小看这些前辈的设计，虽然都是具

象的人物形象，形式上比较单一，但是很多

形象都饱满而鲜明，这需要很强的观察力，

以及对特定群体的特点、特定运动的场景特

色有很强的捕捉、概括能力。即便是数码摄

影摄像技术早已普及的今天，你让一个平面

设计师去运用现有的技术，创作类似的作

品，都未必能有如此精准。”杭佳怡的这番

话，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体育海报

设计变得多元化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一些西方的平面设计理念被引入，卡通

化、符号化、抽象化的设计开始出现在海报

中。不少“80后”对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

物熊猫盼盼的海报记忆犹新。设计师以熊

猫巴斯为原型，将其形象进行了卡通化后呈

现在人们的面前，成为彼时不少孩子的心头

好。让重大体育赛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热门话题，形象深入人心的熊猫盼盼作为

“启蒙者”功不可没。

实际上，当时的原创平面设计师们就已

经开始思考，如何让现代的平面设计语言与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探索一

直在悄然进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海报出

炉，奥运会会徽“中国印 ·舞动的北京”似印

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

尺幅之地，设计师们将肖形印、中国字和五

环徽有机地结合起来，凝聚着东西方气韵；

笔画间的韵律连接起悠久历史和现代创新

精神，以中华文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首次阐

释惊艳了全世界。

国际奥委会奥运景观顾问布雷德 ·科普

兰德一见到“中国印 ·舞动的北京”便脱口而

出：“她是中国的！”

从赛事到生活
设计热力“暖”冰雪

正如杭佳怡所言，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

之后，平面设计师们发现了一条用中国设计

语言讲述国际体育赛事的新路径。

当然，这也对新一代平面设计师提出了

更高的专业要求。海报设计看似门槛不高，

但实际上，要在平面的方寸之间充分表达多

重涵义，其难度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事实上，此次由多方参与的北京冬奥会

体育海报设计，早在申奥成功之时，就倍受

设计行业关注。去年9月21日，北京冬奥会

组织委员会在北京国际设计周面向社会发

布了北京冬奥会宣传海报征集公告，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广泛征集宣传海报设计方

案。摩拳擦掌已久的设计师、艺术设计院校

纷纷递送了自己的得意之作。

征集宣传海报的消息一出，四川美术学

院研究生导师晏莉便带领了研究生团队积

极投入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

的设计工作中。“我们花了不少精力，组织团

队进行了专题方案的设计。经过半个月的

设计定位、元素提取、主题呈现等多方打磨，

我们才提交了设计方案。”

晏莉带领的设计团队最终投出15份设

计方案。其中，研究生张素筠的海报作品

《热情连接世界》经过多轮筛选、深化修改、

查重，被奥组委确定为优秀入选方案。其

后，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图形语言优化调整之

后，这幅名为《热情连接世界》的作品被正式

确定为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11套

（件）官方海报之一。

主创人员表示，《热情连接世界》中的

“奥运五环”“雪花”“中国结”，秉承了古老传

统连接现代奥运精神的设计理念；背景的

“中国红”体现出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与世界

相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

心，也为冬奥会的激情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开

启了一扇窗。

年轻的设计团队，经过辛苦打磨，成功

地用简洁的设计语言诠释了深刻的涵义，这

是中国体育海报设计当下新人辈出，后继有

人的真实写照。

用设计热力“暖”冰雪，用创意“定格”运

动之美，承载着积极向上、奋力拼搏体育精

神的中国体育海报设计就这样走进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

◆琳 恩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将共同
举办“迎北京冬奥看新中国体育海报”展，展品中包含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
80年代的大量体育海报作品。从第一届全运会到第五届全运会，从“乒乓外
交”到职工运动、青少年运动、冰上运动……当体育精神与艺术设计相遇，擦出
的耀目火花，成为一盏盏照亮人们奋斗前行的明灯。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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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北京冬奥，观新中国体育海报——

当体育精神与艺术设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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