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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昨晚 ，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区国家
冬 季 运 动 训 练 中 心 冰 球 馆 举
行 。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
墩”、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
容融” 亮相。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将
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
壳相结合， 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
和现代科技特点。“冰墩墩” 头部
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
饰彩色光环， 其灵感源自于北京
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象征着
冰雪运动的赛道和5G高科技；左
手掌心的心形图案， 代表着主办
国对全世界朋友的热情欢迎。整
体形象酷似航天员， 寓意创造非
凡、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
引领时代， 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
可能。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
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

灯笼，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符号”，
具有2000多年历史，代表着收获、
喜庆、温暖和光明。“雪容融”顶部
的如意造型象征吉祥幸福； 和平
鸽和天坛构成的连续图案， 寓意
着和平友谊， 突出了举办地的特
色； 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
纸艺术；面部的雪块既代表“瑞雪
兆丰年”的寓意，又体现了拟人化
的设计，凸显吉祥物的可爱。灯笼
以“中国红”为主色调，渲染了2022年
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 身体发出
光芒， 寓意着点亮梦想， 温暖世
界，代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体
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
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 、
秘书长韩子荣表示， 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通过吉祥物的发布，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精神风
貌、 发展成果和中华文化独特魅
力， 展现中国广大民众对冰雪运
动的热爱和对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期待， 表达中国推动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愿景。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

赫表示， 北京冬奥吉祥物集中国
文化的精华和特色于一身， 一定
会成为中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
的杰出大使。

发布仪式上， 播放了国际残
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的致
辞视频。帕森斯表示，北京冬残奥
会吉祥物是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
未来的期许， 希望残奥运动员的
超凡信念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北京冬奥组委在2018年8月8
日 北 京 成 功 举 办 奥 运 会 十 周
年 纪 念日活动上 ， 正式面向全
球征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 祥物设计方案 。 截至
2018年10月31日， 吉祥物征集活
动共收到设计方案 5816件 ， 最
终， 由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
和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团队精心
设计的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 脱
颖而出。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的要求， 两个奥运会吉
祥物同步征集设计， 采用同一设
计语言， 这也是近年来几届奥运
会和残奥会，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通行做法。

随着吉祥物正式亮相， 人们
最关心何时可以买到吉祥物。据
悉， 在10月和11月的两个特许上
新日（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即10
月5日和11月2日），若干含有新创
意、使用新材料、形象特别有趣的
吉祥物特许商品将陆续推出。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冰墩墩渐次揭开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全球征集活动于2018年8月8日
至10月31日进行， 历时84天的征
集活动共收到设计方案5816件 。
在征集活动的投稿者中， 年龄最
大的75岁， 年龄最小的3岁。

2019年1月7至8日 ， 在可容
纳400人开会的首钢文馆， 北京
冬奥组委组织召开的专家评审委
员会面前， 5816件应征作品整齐
码放在上百张白底桌子上。

在初评和复评之后， 2019年
1月20日，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办
公会议指出， 吉祥物设计方案的
深化修改要突出冬奥元素、 中国
元素， 造型要生动可爱、 富有创
意、 被多数人认可。 会议从10组
吉祥物入选设计方案类别中， 研
究确定了深化修改类别。 其中，
冰糖葫芦的创意作品入围前十，
这就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最初的创意来源。 这一作品来自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

冰糖葫芦的创意正是出自广
州美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刘平云之手， 他说冰糖葫芦是他
儿时对北京的记忆， 而且糖葫芦
外表的 “冰壳 ” 也与冰雪运动
“或多或少有些联系”。

1月25日， 冬奥组委遴选了
10名吉祥物设计方案修改专家，
正式组建吉祥物设计方案修改专
家组， 为每一组设计团队都提供
指导建议。 同一天， 冬奥组委正

式向广州美院设计团队发出邀
请， 要求团队对自己的入围作品
进行修改。 短暂开心过后， 设计
团队迎来的是长达7个月的漫长
且高压的修改过程。 从最初的冰
糖葫芦， 到最终的冰墩墩， 他们
进行的大大小小修改不计其数，
草图上万张， 相关文件累计超过
100G。

出于保密需要， 每次递交修
改方案， 都需要团队成员从广州
“人肉快递 ” 到北京冬奥组委 ，
有的成员往返北京近20次， 有时
为了提升效率， 还要当天往返。

3月， 修改专家组建议更加
突出动物特征， 进一步体现中国
文化特色， 并且提出了吉祥物设
计方案应融入互联网、 新技术、
时尚文化等元素的建议， 明确了
卡通动物、 拟人化、 科技化、 立
体化的深化修改方向。

经过无数次的探索， 他们的
修改重点终于逐渐明朗———被冰
壳包裹的熊猫。 从设计内行角度
来讲，做熊猫是把双刃剑，因为用
熊猫的太多了， 如何做出一个易
于传播、可爱的、非传统的熊猫？

由于迟迟无法突破， 大家甚
至一度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不过灵感就在这种等待和期盼中
悄然而至。 4月30日， 广美设计
团队又一次进驻冬奥组委。 “那
天大家一起探讨， 突然有个想法
说能不能把 ‘冰丝带’ 融进去？”
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专家林
存真说 ， 这一下 “点醒 ” 了大

家， 当象征着冰雪运动赛道的彩
色光环出现在熊猫脸庞时， 这个
身穿冰壳的吉祥物看上去酷似航
天员 ， 一下有了未来感 、 科技
感， 又是 “冰丝带”， 又有冰晶
外壳， 而且是中国国宝， 全球人
都爱的动物， 这样马上定位就很
清晰了。

围绕冰晶外壳和流动线条带
来的速度感， 设计团队又把代表
互联网时代的5G概念加入其中，
把熊猫头部装饰的彩色光环打造
成可以赋能的能量环， 让 “宇航
熊猫” 的形象更加饱满丰富。

突破瓶颈之后， 团队朝着比
较精确的方向进行小细节修改。
在熊猫的掌心， 为了表达爱心、
和平的理念， 他们画了一个心形
图案。 此外， 还借鉴了入围十强
的中小学生作品中关于雪板图形
的灵感， 在熊猫的背后， 连接两
个胳膊的黑色图案， 形成了一个
雪板的图形。

随着冰壳熊猫的方案逐渐完
善， 起名字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冰壳熊猫的最初创意来自冰糖葫
芦， “其实冰糖葫芦原来也叫糖
墩儿， ‘墩儿’ 是一个特别有意
思的词 。 有一种北方冬天的特
点， 也特别亲切， 像邻家小孩一
样特别健康、 活泼、 可爱。” 林
存真说， “一有这想法以后， 马
上去网上查， 结果没有重复的。
后来又发现， 南方人和外国人很
难读出 ‘墩儿’， 后来我们就改
成了冰墩墩， 也过了查重。”

雪容融臻于至善
与冰墩墩不同的是， 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的灯笼造型， 一
开始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创意。
这源于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产
品设计专业本科生姜宇帆对家乡
年味儿的印象。

这位小姑娘的家在位于小兴
安岭深处的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
县， 每逢过年， 这座小县城都会
被浓浓的节日氛围包裹， 街巷楼
宇间， 红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是
最常见的景象。 “我最开始也和
大多数同学一样， 设计了麋鹿形
象， 但截稿前三天， （产品设计
专业） 冯犇湲老师发现同学提交
的作品多是以麋鹿为主， 于是让
我临时更换方案、 重新设计， 最
后想出了中国结和红灯笼的创
意。” 姜宇帆说， “这两个形象
特别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也传
递出喜庆的寓意。”

在评审时， 中国结和红灯笼
的创意入围前十， 被确定继续深
化修改。 吉艺设计团队面临的任
务除了为灯笼形象加入多样化属
性， 将其拟人化， 赋予其生命，
还要将其与奥运结合， 这需要多
方面的学习。 于是， 吉林艺术学
院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金巍特意
买了个灯笼挂在工作室， 让团队
成员每天观察， 每天琢磨。 与此
同时， 所有团队成员把冬奥组委
的宣讲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还
上网查询， “恶补” 奥运及相关

知识， 感悟和寻找奥运文化与中
国文化的融合点。 “这对我们是
一个宝贵经验。” 金巍说。

2月下旬， 北京冬奥组委专
家组经讨论研究决定， 取消中国
结的进一步修改， 让团队主攻灯
笼形象的完善设计 。 到4月初 ，
灯笼形象已基本确定， 在修改专
家组专家的指导帮助下 ， 体现
“双奥之城” 的天坛、 鸽子、 长
城， 以及与冬奥相连的如意 （冬
奥会跳台滑雪场地又名 “雪如
意”） 等元素出现在了吉祥物的
形象中。

雪容融面部的雪块勾勒出它
的脸庞， 为了最真实的效果， 设
计团队在冬天专门往墙上随意扔
了许多雪堆， 之后再把墙上的形
态具象化； 而为了展现雪容融红
红的脸庞、 弯弯的嘴角， 团队也
做了许多微调。

团队在修改的时候就考虑到
了后期应用， “比如道路两旁和
广告牌的展示效果， 还有衍生品
的效果， 像台灯、 手表等等， 都
在我们考虑范畴。” 吉林艺术学
院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主任吴轶
博说 ： “灯笼本身是可以发光
的， 可以带来温暖、 传递力量，
这和冬残奥会的理念非常契合。”

在给这件作品起名时， 考虑
到与冰墩墩对仗，采用了“雪”字
对“冰”字，有“瑞雪兆丰年”之意，
而灯笼给人以暖融融的感觉，为
了体现包容和交流，采用了“容”
和“融”字。 据新华社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揭晓
最早10月5日即可购买吉祥物特许商品

“冰墩墩”“雪容融”

2019年9月17日， 在首钢冰球馆，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揭开面纱， 两个吉祥物连接未来
和传统， 融合体育与文化， 体现继承与创新， 是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
精神的又一次完美结合。 而其背后的每个环节都凝聚了业界专家、 筹
办人员、 创作和修改团队等有关方面人士的智慧与心血， 最终被永久
地记录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

诞 生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