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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波
北京市花木公司中心花篮设计师

中心花篮蕴含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我们一共设计了四稿， 而最
终采用的恰恰是第一稿。” 国庆天
安门广场中心花篮的设计师之一李
海波说。

从2012年开始， 李海波连续五
年参与了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
的设计工作。 他介绍， 最近几年，
每年国庆后， 他和同伴们就会着手
第二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的
设计， 经过广泛调研、 收集资料、
头脑风暴等一系列前期准备， 才能
展开。

今年国庆， 在天安门广场布置
的中心花篮， 虽然沿用了最近几年
一直使用的 “祝福祖国” 的主题，
但李海波却告诉记者， 与以往不同
的是， 今年的中心花篮还突出展现
了中国作为外交大国的谦谦君子风
度。 以此为思路， 在主花材的选择
上 ， 更多地使用了国花牡丹以及
梅、 兰、 竹、 菊等。 另外， 篮体设
计则参考了清代画家丁亮光的 “四
季花篮” 画作。 “四季花篮是长方
提篮， 这样的形状属于中国东方式
的 ， 而且还有兴隆昌盛的寓意 。”
李海波说。

李海波表示， 第一稿设计完成

后， 他们按照1:16的比例制作了小
样。 说是 “小样”， 可是直径却达
到了75厘米， 高度足有1米。

“即便如此， 最终成形的花篮
跟小样相比 ， 仍然有一定差别 。”
李海波说， 主花材变化不大， 但是
边角地方的花材变化却不小。 “小
样里， 几厘米的小空当， 放到正常
尺寸后， 一下就会变大。 这时候，
就要往里面补花。 为此， 在天安门
广场现场安装的时候， 我们总共准
备了300支花。”

“永远没有完美的设计。 ”问起
对此次作品的评价， 李海波平静地
说，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对于其
他几稿设计，李海波直说要“保密”。
“因为明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的
设计思路， 很有可能就从后面这几
版里来。 不过， 题材肯定还是传统
题材，有吉祥的寓意。 ”他说。

如果说中心花篮设计期间需要
的是脑力劳动， 那么到了最后的生
产、 安装阶段， 更多需要的则是体
力支撑。 因为仿真花材的加工厂，
一般都在五环外， 而且分布在不同
区域， 李海波和他的同事们经常需
要四处跑， 盯生产。 另外， 为了尽

量不影响游客观光， 材料运输工作
都放在了夜间进行， 而安装工作则
放在白天开展。 “我们的核心团队
一共6个人， 再加上外围保障一共
30来人 ， 就这样还是觉得人手紧
张。 那段时间， 我们平均每天最多
能睡四五个小时。 大概要持续1个
月的时间。 因为睡眠少， 工作强度
又大， 有几次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
盯现场， 人都在打晃。”

金秋十月， 天安门广场中心花
篮吸引了无数人的驻足观赏， 无不
赞叹着花篮的逼真和靓丽， 李海波
和同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李
海波介绍， 仿真花的表面采取了特
殊工艺， 既能保持颜色的持久， 而
且还能防雨、 防晒， 甚至是阻燃。

李海波透露， 2012年以前， 中
心花篮的尺寸较小， 最大的仿真花

直径只有1.2米， 所以当时的花篮使用
的是铅丝骨架。 今年中心花篮仿真花
最大直径3米， 往年直径最大曾达到
3.5米， 再考虑到广场上的风大、 人流
量大等因素， 花篮底座、 提梁、 花柄
等则改用钢结构 ， 成了名副其实的
“钢筋铁骨”。 “如果天气预报是7级大
风 ， 天安门广场的风就能达到8级左
右， 花篮最多就是略有走形， 但是绝
对不会断。”

除了作为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花
篮的设计师， 低调的李海波日常还有
一个身份， 就是北京市崇文门花店职
工。 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顾客选花、 包
装。 他表示， 这两项工作， 对他来说，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在跟花打交道。
“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事， 无论是设计
中心花篮， 还是日常工作， 我都希望
能把我对花的感情传递给大家。”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闫洪飞
北京市花木公司设计师

从天安门广场的 “祝福祖国”
主题大花篮 ， 到东单的 “丝路金
桥”， 继续往东到建国门的 “创新
引领”， 以及西边复兴门的 《七律·
长征》 ……用花卉摆出来的国庆气
氛震撼到你了吗？ “其实， 每一个
立体花坛方案都是设计团队的一次
头脑风暴， 国庆花坛摆的不止是美
丽、 喜庆， 摆的是智慧。” 参与国
庆花坛设计的闫洪飞向记者讲述了
国庆花坛的设计历程。

“‘十一’ 摆花，‘五一’ 开始筹
备。 ”连续参与7年国庆立体花坛设
计的闫洪飞早已清楚国庆摆花的筹
备安排和设计过程， “大家集思广
益，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推敲、 深
化。” 自1986年天安门广场首次摆
放国庆立体花坛以来， 已经延续了
整整30年。“国庆摆花一般都是欢乐
祥和、为祖国庆祝生日，但实际上每
年的主题又都不太一样， 比如去年
摆花需要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9·3’ 阅兵结合在一起， 因此不能
仅仅彰显喜庆。”

对于最为重磅， 也是最核心的
天安门广场中心花篮来说， 更是设

计团队推敲、 推敲、 再推敲出来的
完美方案。 “大家可能觉得中心花
篮每年都差不多， 甚至觉得和去年
的一样， 其实每年都有创新融入其
中， 设计师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改
变。” 闫洪飞说， 十八大以来， 中
央提倡节俭， 因为花篮造型雅俗共
赏， 更能表达出人民祝福祖国繁荣
富强、 欣欣向荣的美好心愿， 所以
近几年一直沿用清代画家丁亮光
“四季花篮” 的画作， 就没有重新
设计其他样式的花坛。 但每年， 篮
体 和 篮 底 花 坛 图 案 都 需 要 重 新
创新设计。

从最初的设计稿， 到最终的敲
定稿， 设计团队共推敲出十几个方
案。 经过跟专家多次汇报、 推敲，
最终提出能不能在篮体上直接用文
字的形式体现出 “祝福祖国”。 但
别小看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着实让
设计团队下了一番功夫。

因为这个 “篮肚子” 是一个双
曲面 ， 上下弧度 ， 左右有弧度 ，
也就是说字要贴合在一个球面上。
而 用 常 规 的 文 字 制 作 方 法 是 不
能够附着在双曲面的篮肚子上的，

所 以 设 计 的 时 候 就 采 用 三 维 软
件把文字设计出来 ， 把字体与篮
体 模 拟 贴 合 ， 再 通 过 软 件 把 文
字用平面的形式展开 ， 最终用电
脑激光技术切割， 切割出来之后再
进行不同角度的弯曲。 经过每个细
节的精心设计， 最终 “祝福祖国”、
“欢度国庆 ” 以及 “1949—2016”
的年份字样完美地贴合在篮体， 显
现给人们。

衬托大花篮的底花坛， 一般不
太被人们关注， 但也需要设计师们
精心设计， 不能有半点马虎。 闫洪
飞告诉记者， 底花坛尽量使用中国
传统元素， 衬托中心花篮， 颜色以
中国人喜欢的红色和黄色为主， 今
年采用了云纹图案。

除了广场的中心花坛， 长安街
上的各大立体花坛同样倾注了设计

师们的心血 。 今年 ， 长征 、 冬奥会 、
北京世园会等时代元素都融入到花坛
设计理念之中。 复兴门东北角长征题
材的花坛嵌有毛泽东诗作 《七律·长
征》 全文； 东边建国门西南角花坛展
示了高分卫星镜头、 C919大飞机、 高
铁等中国制造元素 ； 东单东南角的
“丝路金桥” 花坛则以 “赵州桥” 为主
景， 镶嵌着 “一带一路” 沿线80多个
国家的国花……每一个花坛都尽可能
完美地体现主题。

采访中， 闫洪飞一直在强调设计
团队的合作， 他告诉记者， 每一个方
案的最终确定， 都是设计团队集体头
脑风暴的成果 ， 每一个人的小建议 、
小点子都为方案的完善提供了思路 。
当然， 现在先进的技术也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 这些技术充分提高了设计表
达精度。

每一个花坛方案都是
设计团队的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