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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奥运会大家庭的重要
成员， 吉祥物不仅是核心形象
之一， 更是传达奥林匹克精神
和奥运会理念的重要载体。 它
广泛出现在奥运会各个领域，
加之形象可爱、性格鲜明，深受
人们的喜爱， 成为历届奥运会
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2018 年 9 月 21 日，《“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冬残
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 宣讲活
动之吉林艺术学院专场》 在吉
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举行。 宣
讲之后，设计团队负责人、吉林
艺术学院校长郭春方教授开始
部署征集工作。 一个月后，学校
将收集到的 101 幅学生设计作
品稿， 全部递交至北京冬奥组
委会。

2019 年 1 月 21 日， 吉艺
接到北京冬奥组委通知， 在全
球征集的近 6000 件作品中，吉
艺有 2 件作品进入前十名。 其

中，名为“吉祥如意”的中国结、
中国灯笼形象脱颖而出， 进入
下一轮修改。

1月 25日， 在接到冬奥组
委的通知后， 郭春方带领团队
赴京参加第一次修改会议，听
取冬奥组委专家给予“仅保留
原创属性，重新设计形象”的意
见。 这意味着除了保留“灯笼”
这一角色属性外， 整体的形象
设计都要从零开始。 团队成员
没有气馁，于当天成立“吉艺 1·
25 冬奥吉祥物项目组”。 仅仅
18天后， 团队便带着 3 套不同
方案及 62 张草图再次回京提
交。 冬奥组委提出建议，挑选 1
套方案和 6 张草图， 继续修改
深化。

2 月 18 日，团队遗憾地收
到冬奥组委取消吉艺“中国
结”形象设计的通知，落选的
消息反而激发了团队不怕输、
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开始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灯笼形象设计
中。 接下来的日子，用团队中
负责形象设计及绘画表现的
吉艺青年教师郭昱峰的话说，
就是“举步维艰、越挫越勇”，
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中，吉艺
的灯笼形象艰难地前行着。 从
4 月到 5 月， 吉祥物属性在
“灯笼”“老北京鸽子”“鹿”之
间多次转换。 5 月 28 日，冬奥
组委告知“灯笼宝宝”的整体
方案得以确定。 项目进入下一
阶段， 吉艺团队终见曙光，距
离成功又近一步。

6月 15日， 设计方案通过
后， 吉艺团队收到考察模型制
作的新任务。 为防止泄密，保证
万无一失， 团队决定自行完成
模型制作。 于是，100多平方米
的工作室变成了临时模型加工
厂，3平方米的阳台改装成了喷
漆房。 团队成员开始学习新本
领，分别进行建模、抽壳、3D 打
印、打磨、喷漆等工作。在两次模
型递交后，团队接到冬奥组委反
馈：模型制作精良，望能够尝试
和更多领域的拓展应用。 于是，
吉艺团队继续投入新的创作。

8月 21日， 北京冬奥组委
正式通知他们设计方案被采
纳。 那一刻，团队成员们难掩激
动与喜悦之情， 流下了幸福的
泪水……

精彩待续，未来可期！ 寓意
着点亮梦想， 代表着收获、喜
庆、温暖和光明的“雪容融”将
与吉艺一道， 邀请全世界朋友
相约北京、共襄盛事，为身处逆
境、心怀希望的人们照亮远方、
放飞梦想。

9 月 17 日，2022 北京冬残
奥会吉祥物惊艳亮相。

可爱俏皮、圆润妙趣、灵动
多变的“雪容融”背后，是吉林
艺术学院设计团队 300 多个日
日夜夜的努力付出：20 多次往
返北京冬奥组委会、32 套修改
方 案 、10000 余 张设 计草 图
……

年初， 接到作品入围通知
后， 吉林艺术学院查阅存档的
征集作品名录时， 竟没有查到
相关信息。 原来，在提交征集稿
件之前， 学院曾组织教师进行
了一次整体看稿。 当时，产品设
计专业教师冯犇湲发觉， 以动
物麋鹿为形象的设计甚多，于
是让学生姜宇帆重新设计。 当
时，距离截稿时间只剩下 3 天，
姜宇帆迅速整理思路， 以中国
结和大红灯笼为创意素材，设
计出了一套“吉祥如意”方案。
也正是这番临时“操作”，导致
学校没有及时留存姜宇帆最后
提交的作品信息， 但也恰恰是
这组“无主”的创意，成为了“雪
容融”的雏形。

“吉艺 1·25 冬奥吉祥物项
目组” 成立时， 正值学校放寒
假，距离春节仅剩 10 天。 冬奥
吉祥物设计的高度保密性对场
地、设备、人员等提出了严格要
求， 学校方面迅速落实各种保
障工作， 接到进组通知的几位
教师均以最快速度赶回长春。
项目组大年初二就开工了。

就在灯笼形象基本确定后，
4月份，团队再次接到冬奥组委
提出的修改指令。突如其来的调
整，让整个团队一时之间有些手
足无措，角色内涵、文化阐释部
分更要全部从头开始。经过一番
紧张工作， 就在刚有眉目时，再
次接到更换新元素的要求。 5月

份， 团队在多个方案间辗转，成
员们有些迷茫了。

“那段时间确实很磨人，整
个团队士气有点低落。 我跟大
家说，别灰心、别失望，这是咱
们吉艺人的一次大练兵， 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 ”团队领头人郭
春方的话鼓励和安抚着大家，
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北京
冬奥组委专家组也了解了他们
遇到的困难， 给予了团队许多
帮助与鼓励。

从 2018 年 9 月 21 日征集
宣讲到今年 8 月 21 日具体确
定， 再到 9 月 17 日全球公布，
近一年时间里， 吉艺设计团队
始终保持高度投入、 精益求精
的状态。 郭春方每天都到项目
组部署工作， 因为还要兼顾学
校的行政工作，通常是学校、项
目组两边跑； 动漫学院负责人
矫强的女儿无人照看， 就将她
带到项目组度过了两个寒暑
假；郭昱峰、苏大伟两位老师，
设计期间在长春与澳门间往返
20余次； 文化阐释负责人刘畅
根据每一次设计方案调整，出
稿创意文案 30 余份，累计撰写
上万字……

如今，“雪容融” 已破茧而
出，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
新的开始， 吉艺团队的工作仍
在继续着。

面对未来，地处冰雪之乡，
吉林艺术学院对冰雪文化有着
更深认知与理解， 并将充分发
挥吉林地域冰雪资源禀赋，全
力支持 2022 北京冬奥文化艺
术活动， 助推中国冬奥文化事
业的新发展。

/ 刘畅 杨云龙 吉林日报记
者 马璐 报道

9月17日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由吉
林艺术学院设计团队创作的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点亮梦想的灯笼宝宝形象
惊艳世界，成为继奥运福娃后又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造型生动的奥运“新贵”———

“雪容融”诞生记

脱颖而出的“冰墩墩”“雪容融”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的传承与突破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17 日甫一亮相，好评不断：这是一次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的精彩融
合，是一次现代设计理念的传承与突破。

创新和传承的“熊猫”“灯笼”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既在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
之外。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 则以中国标志性符号的
灯笼为创意进行设计创作。

两件标志性的中国符号在
创新和传承中焕发着光彩。

“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冰
晶外壳相结合， 体现了冬季冰
雪运动特点。 熊猫头部装饰彩
色光环， 其灵感源自北京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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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
动头盔。

熊猫是北京亚运会吉祥
物，也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福
娃 5 个吉祥物家族中的一员，
这次又成为 2022 年冬奥会的
吉祥物， 传承着北京从亚运会
到奥运会再到冬奥会迄今近三
十年的基因和辉煌。

“冰墩墩”以国宝熊猫为载
体， 在时尚感和科技感等创新
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与“冰墩墩”艰难的创意突
破历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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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
象特别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也传递出喜庆的寓意。

“灯笼”原型，经过一流设
计师团队深化设计， 成为北京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灯
笼， 这一世界公认的“中国符
号”，具有 2000多年历史，代表
着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

灯笼顶部的如意造型象征

中国设计与奥林匹克的完美拥抱
“冰墩墩”“雪容融”是中国

出色的设计师们奉献的一份可
爱的礼物，是中国一流的设计与
奥林匹克的一次完美融合。

选择大熊猫，虽然是一个难
题，却是中国设计师们用创新和
智慧，在传承中赋予了它新的独
特魅力。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是
中国独一无二的珍稀动物。选择
熊猫有高度的认同度。

“冰墩墩”传递给世界的信
息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敦实、憨
厚、勤劳、和善、友好的民族。 中
国人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
好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民族复
兴的梦想。

“冰墩墩”，有冰雪一样的冰
外壳，展示了冬奥会的特点。 熊
猫的敦实和力量，体现着奥林匹
克的精神。 它还是科技熊猫，像

一个太空熊猫，展示着面向未来
的深刻寓意，完全不同于过去人
们在不同场合看到的设计的野
生动物形象的熊猫。这是中国设
计界一次与众不同的设计创新。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
产， 通过拟人化的艺术处理，加
以冰雪运动的元素， 形象鲜明，
特色突出。 瑞雪兆丰年，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在中国春
节期间举办。这个喜庆的吉祥物
本身还能亮起来，将点燃人们心
中的希望、梦想之火。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
祥物专家评审委员会主席蒋效愚
认为，“冰墩墩”“雪容融” 是非常
完美的搭配和组合， 是悠久灿烂
的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又一
次完美的结合， 也是一次中国的

文化符号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
完美展示， 还是北京冬奥组委和
中国人民赠送给奥林匹克运动和
世界的一对珍贵、可爱的礼物。

蒋效愚认为，这是中国灿烂
文化在奥林匹克舞台上又一次
精彩的亮相。吉祥物通过现代设
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丰富
的形式，智慧的内涵，多彩的风
格，时尚的风采和迷人的魅力。

吉祥物从征集评选到深化
设计等过程，浓缩了中国优秀设
计师团队的精华，展示了集体智
慧的结晶。 中国设计界经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洗礼，进
一步走向了世界； 再经过2022
年冬奥会的实践，中国一流的设
计力量更进一步走向了世界，为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
奥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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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上
的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
纸艺术； 灯笼面部的雪块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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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身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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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