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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奇：融古铄今，展设计之美
本刊记者     钱箐旎

历 时 9 个 多 月、 绘 制 数 千

张草图、尝试数十套不同风格的

表现方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07 级硕士校友，现任北京印刷

学院人文与未来创新设计中心出

版物设计研究室主任夏小奇带领

团队，从方案设计、到纸张选择、

再到工艺推敲以及装订方式的落

实，前后共制作了几十套样书，

最终圆满完成了《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开幕式》手册的设计制作。

这一份手册，既是向现场观

众和国际贵宾展现开幕式内容与

流程的重要媒介，也是完美呈现

奥运礼仪与中国风范的核心载体，

更是“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的集中

体现。

在设计之美中探寻冬奥韵律

“我们设计的着眼点，紧紧

围绕着‘进入新时代’，应该展

现出一种新的设计表现形式和风

貌。”谈及本届冬奥会开幕式手

册的设计理念，夏小奇如是说。

在开幕式上，手册分送给习

近平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等观礼嘉宾及现场观众。本次手

册设计不仅遵循常规国际惯例，

设计了中英法手册版本，还兼顾

其他小语种观众需求，专门设计

了中俄、中西、中阿多种不同语

言的手册版本。

“简约、安全、精彩”，是

本次北京冬奥会的办赛要求，而

这一要求也贯穿到了手册的设计

之中。“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就有‘尚

简’的美学思想，比如‘大道至

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

新二月花’等，但中国传统艺术

的简约，在强调视觉上的精简外，

更追求空灵的精神感受，这是中

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精

神内核所在。”夏小奇说。

据了解，开幕式手册设计依

据张艺谋导演对开幕式“意象、

空灵、浪漫、科技”的整体定位，

蕴含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秉持

现代设计的理念方法，赋予传统

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以创新的设

计内涵，力求运用典雅和谐、灵

动如诗的艺术语言精彩呈现冬奥

会开幕式内容与流程。“在设计

之美中探寻冬奥韵律、中国风格、

国际时尚，尽显冬奥会开幕式的

礼仪之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蕴

之美、中国哲学观念的思想之美、

中国文化自信的创新之美。”夏

小奇说。

在整体设计风格上，夏小奇

团队创造性地将简洁明快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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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风格同中国传统艺术的“尚

简之风”相融合，围绕冰雪、阳光、

运动、欢聚、精彩、公平、安全

等核心视觉意象展开，营造出空

灵意境与虚实绰约之美，既诉说

了北京“双奥之城”过去与未来

的城市风采，同时也彰显了新时

代中国创新文化的气象万千。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冬奥会

正值全球新冠疫情再度蔓延，来

自世界各国的参赛选手以及观赛

人员等的情绪都或多或少受到影

响。考虑到这一点，夏小奇告诉

记者，“团队在手册整体设计理

念中突出了‘冬日暖阳’这一创

意主题，在冰雪蓝的色彩基调上，

融入暖色的阳光，旨在让来自全

世界冰雪运动员在竞赛中感受到

一种温暖和看到共克时艰、战胜

疫情的希望，以及‘一起向未来’

的美好祝福。”

夏小奇表示，手册还采用高

科技与高水平的印制技术与工艺

标准，既充分实现设计效果，还

满足了在严寒气候条件下，观众

戴着手套翻阅的舒适性；而且在

印刷工艺方面除了烫金、UV、起

凸等强调视觉品质的工艺之外，

还特别考虑到为严格配合疫情防

控相关规定进行高温消杀等细节。

呈献精彩的视觉记忆

对观众而言，观看冰雪赛事，

除了感受运动员不断突破自我、

力争第一的努力，也会关注到运

动员在冰上、雪上划过的痕迹。

这些痕迹，既是速度和激情的象

征，更是一种美的视觉享受。

事实上，这也成为夏小奇团

队在设计手册封面时的灵感来源。

“在手册封面设计中，我们

设计团队注意到，在冰和雪上运

动留下的线条痕迹会带给人视觉

上一种美的意象，以此为设计灵

感，将具有简约、现代、时尚感

的抽象动感线条，形成自外向内

聚集的律动组合，体现出冰雪运

动的独特魅力和运动、起伏、变

化的现代设计形式美感。”夏小

奇说，同时也在封面上加入了契

合开幕式“讲好一朵雪花故事”

创意的雪花图形，悠然飘落在冰

雪蓝色彩中，增添了开幕式手册

的浪漫氛围，既突显出冬奥会冰

雪竞技运动中“形”“意”相生

的律动之美，又营造出瑞雪纷飞

与冰天浪漫的空灵意境。

这也成为开幕式手册的核心

创意元素，现代感与科技感的点、

线、面构图组合与冰雪竞技运动

的“痕迹”与“韵律”之美相结合，

体现了奥运团结精神，代表人类

命运共同体，象征世界人民大团

结。

不难看到，在手册的设计中，

“美”贯穿始终。回首校史，美

夏小奇与团队成员在雅昌集团审核特殊工艺效果《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手册 VIP 六国语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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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始终是清华教育思想的重要一

脉，潜移默化地为“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清华精神注入生命力。

今年 1 月 9 日，《人民日报》刊发

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现任党委书

记邱勇题为《向美而行 以美育人》

的文章。邱勇表示，美是时代的召

唤，向美而行，不是为了让少数人

掌握“一技之长”，而是为了让所

有青年学子在自然之美、文化之美、

生命之美中丰富思想、塑造品格、

汲取力量，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

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夏小奇对“美育”也有自己的

见解。在她看来，美育可以陶冶人

的心灵。 它通过一种自由的形态，

以“寓教于乐”，“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人的心灵

得以净化。与此同时，美育有利于

培养新时代各方面人才。注重知识

结构综合化的今天，加强美育才能

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创新人

才。

此外，她表示，美育还能促进

思维的多元化。“人类认识事物的

方式分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形

象思维是基础，没有形象思维也就

没有逻辑思维。特别是对广大青年

学生来说，美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严谨到位的细节与工艺

精彩总是在细节，开幕式手册

的细节同样充满了巧思。

据夏小奇介绍，开幕式手册内

冬奥会元素——奥运五环、冬奥 logo、冬奥项目图标、核心雪花图形、京张高铁、鸟巢

中国文化元素——长城、中国结、风车、窗花、如意、灯笼、烟花

自然物象元素——雨燕、和平鸽、迎客松、柳条、橄榄枝、牡丹花、迎春花、蒲公英

色彩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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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异彩纷呈，而团队在构思设计

每一项内容上，都要寻找创作出

与其相应的元素符号，构成画面

的主要形象。设计团队首先建立

起与手册内页内容相关的视觉符

号分类系统——

第一类冬奥会元素包括：奥

运五环、冬奥logo、冬奥体育图标、

核心雪花图形、京张高铁、鸟巢等。

第二类中国文化元素包括：

长城、中国结、风车、窗花、如意、

祥云、灯笼、烟花等。

第三类自然物象元素包括：

雨燕、和平鸽、迎客松、柳条、

橄榄枝、牡丹花、迎春花、蒲公

英等。

“在视觉符号系统建立之后，

还需实现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现

代转化，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

设计样式。”夏小奇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手册内页中，牡丹花

图形借鉴了盛唐瓷器上的纹样，

强化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创作

理念与结构法则，在花形、构图

与色彩上进行了简约、提纯的转

化，不是再现性地模拟自然，也

不是抽象的点线面的构成，而是

在对自然物象静观默察、交融互

化、迁想妙得之中，创生出使人

神游其中的灵境。牡丹花的装饰

图形与绚丽清新的色彩相融合，

寓意着盛世与吉祥，体现出中国

特有的文化内涵与表达方式。

又如，“雨燕衔春来”的画

面设计，来源于设计团队对大自

然“春”的诗意表达，体现“道

法自然”和“大乐于天地同和”

的传统哲学观念，以天地为师、

以自然为美的原生态理想追求，

营造出妙不可言、韵律优美的中

国诗画空间。长城、和平鸽与橄榄

枝等视觉元素展现出壮美山河与

中国气派，寓意欢迎世界来宾齐

聚北京共同参与冬奥盛会，在简

洁而现代的整体设计中营造出中

国意境与奥运精神的交融与协奏。

回忆起在清华学习的时光，

夏小奇说，“清华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以其深厚的文化精神，

对我影响最大，在我毕业以后的

工作学习中，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这份精神也贯彻到了她的“冬奥

任务”之中。北京印刷学院是冬

奥会开闭幕式创意基地，由夏小

奇团队承担的开幕式手册设计，

毫无疑问也成为该校向国际奥委

会、北京冬奥组委交出的精彩答

卷之一。

可以说，古今融贯的中国审

美意境、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现代科技的未来愿景都凝炼汇集

于开幕式手册所构建的文化空间

之中，既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的成功举办呈献了精彩的视觉记

忆，更是为北京“双奥之城”的

美好形象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华彩

乐章。  

手册封面 手册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