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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开幕三天，吉祥物“冰墩墩”
彻底火了。商场排队五个小时只为一

“墩”，外国记者甚至改名“墩墩”倾情
“带货”，让“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
雪直呼“始料未及”，而“冰墩墩”的爆红
也带来启示与思考——如何用设计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设计如何助力“中国
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新华社记者 7
日专访了“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广
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

这几天，在冬奥闭环里，冬奥特许
商店门前总是排起长龙，全球各地人士
竞相购买冬奥吉祥物等特许商品。而
在冬奥闭环外，冬奥特许商店排队的中
国顾客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在北京王
府井的冬奥会特许商店，为了买到“冰
墩墩”，不少顾客在寒风中排队数小时。

与此同时，不少运动员、记者和冬
奥会官员的心都被“冰墩墩”俘获，纷纷
自愿“带货”。日本记者甚至改名“义墩
墩”为“冰墩墩”代言。

“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广州美
术学院教授曹雪说，自己的儿子去广州
的特许商店购买也失望而归。虽然从
一开始就对自己团队的作品很有信心，
但他对“冰墩墩”如此爆红感到“始料未
及”。

“冰墩墩”为什么能“征服”世界？

曹雪说，“冰墩墩”受到大家的欢
迎，不是带着一帮人漫无目的的头脑风
暴，而是一定要有理论和策略性的思
考。“冰墩墩”穿上冰壳，脸上有冰丝带，
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其实形式美感背后
有基本规律，其中重要的规律就是“对
比统一”。

“硬与软，透明与不透明，黑与白，
冰丝带五环颜色的色彩对比，都实现了
视觉审美层面的对比统一，但同时又做
到了一举两得，做成衍生品也会带来不
一样的触觉体验。”曹雪说。

“冰墩墩”和历届奥运会吉祥物不
一样，不是单一材质、单一触觉体验，坚
硬的冰壳包裹着一个毛绒的熊猫，用曹
雪的话来说——冰壳之下有一分“暖和
软”，“人们在寒风中等待就是为了最后
手中能捧上一份温暖”。

曹雪希望，“冰墩墩”能够超越冬奥
会的时空限制，将艺术生命延伸更远。

“今天一大早看朋友圈，好多人开工了
发照片，把‘冰墩墩’放在办公桌上，我
觉得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奥运会吉祥物
本身（的含义），这也是我们最初的设
想，希望它的艺术生命能够延伸。”他
说。

好卖才是硬道理

曹雪认为，“冰墩墩”的走俏，无疑
是一个产品在商业上的成功，但这种成

功对其文化性和艺术性的表达也非常
重要。曹雪认为，吉祥物设计的起始点
是文化性和艺术性，但只有商业上取得
成功，才能将这两者表达和体现出来。

“熊猫是文化元素本身，怎么样把它
变成让人喜爱的熊猫就是好故事的开
始，终极的表现就是商业性。好卖是硬
道理，如果这个吉祥物不可爱，我们就会
陷入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曹雪说。

其实，“冰墩墩”的热销，也可以看
做“国潮”崛起的又一个生动样本。曹
雪认为，“国潮”不是中国元素的简单拼
贴，而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入设计
的DNA，才能生长出真正的“国潮”。

“从国画、京剧这些国粹开始，我们
看世界和进行表达是不一样的，不能表
面化地把中国文化理解成中国元素，曾
经有人说是不是要给‘冰墩墩’加上长
城、华表这样的元素。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设计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就太
单一了。视觉传达是‘传而有达’，你表
达了，别人没有接受不叫传达。很多所
谓‘国潮’只是把中国传统元素随便贴
在产品上，其实做‘国潮’要真正地读懂
中国，‘向过去要未来’。”曹雪说。

设计能够“四两拨千斤”

曹雪认为，设计是最为直观的讲故
事方式，“冰墩墩”借助奥林匹克的平台
讲出了中国故事，其实不管是建筑设

计、室内设计还是工业设计，都可以讲
好中国故事。通过设计这门通用语言，
会让世界更加读懂中国。

近年来，“中国制造”在海外越来越
受欢迎，而设计与科技创新一样，是助
力“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关键
因素，“冰墩墩”的爆红，也让人看到了

“设计力”带来的能量。
曹雪认为，设计是一种人文关怀。

因此任何一项设计并非简单的形式美，
而是“介质”，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产品
都可能成为与人发生某种关联的介质，

“比如我们手上拿了一个遥控器，在使
用的时候就在跟它沟通和交流，产品本
身不是固定的，是动态的、有生命的”。

曹雪曾提出一个引发设计界广泛
关注的话题“产业动漫化”——把动漫
看做一种表达方式，实现“跨界”的工业
设计。

“比如如果我做一个文具品牌，订
书机一张一合，像一个动物的嘴，把它
做成一个角色，卷纸一抽一拉也可以做
成一个角色，圆规有长长的腿也是一个
角色，一系列文具产品本身做成角色，
讲学习和成长的故事，传播上一下就区
别于所有其他品牌，跟商业、产业结合
起来，又是一种创造。”他说。

“设计能够‘四两拨千斤’，因为设计
的终极内核是哲学，不管东方西方，哲学
是相通的，它能够穿透一切。”曹雪说。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董
意行 姬烨 何磊静）在7日举行的北京
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副
主席杨树安表示，自比赛正式开始以
来，北京冬奥会赛事组织进展顺利，并
获得各方交口称赞。

杨树安表示，冰上、雪上的竞赛场
地都得到了世界知名运动员和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无论是北京、延庆还是张家口赛

区，大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我们
这个场地非常好，完全达到了冬奥会的
标准。特别是高山滑雪的场地，运动员
认为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最具有挑战
性的场地之一。”杨树安说。

据杨树安介绍，本届冬奥会新增运
动项目都是基于以下原则：对青少年有
足够的吸引力，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
国际化程度，符合国际奥委会关于缩减
办赛成本、降低办赛复杂性的总体原

则，以及提高女性运动员的参与度。
据悉，北京冬奥会一共有 286名国

际技术官员参加竞赛组织工作，同时还
有 1879名国内技术官员参与冬奥会相
关技术工程。

“为了组织好北京冬奥会，我们和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就每一个技术细
节进行了充分研究和沟通。”杨树安说，

“这是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通
过北京冬奥会使我们一大批国内技术

人员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是一个积累
经验、学习提高的过程。”

杨树安表示，北京冬奥会为我国冬
季运动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并将助
力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人员。

据外媒报道，2月5日的女子3000米
速度滑冰比赛在荷兰的收视人数超过了
东京奥运会任何一场比赛。当日也是冬
奥会史上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一天，观众
们共计观看了3.23亿分钟的冬奥会比赛。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
——专访“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北京冬奥会体育竞赛组织工作进展顺利获各方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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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男子坡面障碍

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中国选手苏翊鸣夺
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单板滑雪
——苏翊鸣夺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

2月6日，荷兰选手帕特里克·鲁斯特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0米决赛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新华社记者 武巍 摄

速度滑冰
——男子5000米决赛赛况

起飞！中国单板滑雪开启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沈楠 卢星吉 郑直

冬奥·时评

7 日中午，17 岁的中国滑手苏翊鸣开创历史，夺得中
国男子单板滑雪第一枚冬奥会奖牌。身披国旗，与两位
加拿大高手并肩站立，“小鸣”宣告了中国男子单板正式
跻身世界顶流行列。

这是中国民间单板 20 年的果实。21 世纪初，这项在
北美兴起的新潮运动开始在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民间爱
好者。他们大多是曾经的双板专业运动员或者雪友，靠
着互帮互助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外视频资料开始摸索
着学、摸索着玩，摸索着建场地、搞比赛、办培训。这个
圈子开始的时候并不大，几乎人人都认识小鸣，看着小
鸣长大。

苏翊鸣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坐拥得天独厚的冰雪资
源，2004 年出生的小鸣从两三岁就开始由父母带着上
雪，培养了极为出色的雪感。尽管没多久“鸣哥”就成了
国内“天花板”，去国外训练、交流、找名师，但不可否认，
中国民间单板的兴起是苏翊鸣横空出世的土壤。

这是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交汇的果实。在 2015 年
夏天北京申冬奥成功的时候，年仅 11 岁的小鸣就确立了
自己的目标——苦练六年半，代表中国站上冬奥会的舞
台。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属于他的最好的时间，而在家
门口代表国家去争取最高荣誉，也许是一生一次的机
遇。

这是可贵的少年志气和魄力——放弃演艺生涯，更
要直面挑战极限的风险和伤痛。当国家跨界跨项集训
队发出召唤，他义无反顾加入。而队伍也在充分了解他
之后给予了这个少年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保障，为他开
辟了不同于传统集训体制的训练模式。这使得他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想法，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备赛和冬奥
会积分赛中。

这样的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保持自己独特的运动风
格、运动气质，一种作为单板这项运动“灵魂”般存在的
自由洒脱。这也使得他更容易被国际单板圈所接受和
认可。事实上，多年辗转国外训练，跟国际选手相似的
成长轨迹，流利的英语，让苏翊鸣可以很好地融入国际
圈。

这更将是中国单板滑雪新时代的开始。最近几年，
单板滑雪在民间“井喷”，各大雪场的单板爱好者比例直
线蹿升，在偏南方地区的新兴滑雪人口中，单板更占有
压倒性的比例。尤其是在少年儿童中，单板就因为一个
字——“酷”而受到热捧。相信在这些孩子当中，就会有
未来的冠军。

苏翊鸣在今天的一鸣惊人，是一个叹号，也是一个逗
号。他的冲天一飞，将在更多单板“娃娃”和少年心中种
下梦想，点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