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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青年画家来设计亚运会字体形象，是

一种怎样的机缘？“在准备发布火炬形象的阶段，

我接到火炬设计团队的邀请，由我负责‘薪火’的

字体形象设计工作。一个画画的设计字体，而且

是这么重要的盛事，压力和责任很大，这是我的荣

耀。”阳帆十多年前，走出广西重重大山，来到杭州

求学、工作，杭州给予了他太多，这是他回报这座

城市的机会。

接到任务后，阳帆全身心投入其中。无数个

夜晚，他匍匐在灯下不厌其烦地用毛笔在宣纸上

一遍遍书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通过不断揣

摩，他基本厘清了三点思路：首先，灵感源自中国

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第二，传统要与现代相结

合，充满江南韵味。第三，字体形象的设计采取隶

书的取势方法，色彩的选择借鉴杭州亚运会核心

图形主题“润泽”。

夜以继日的修改优化，“薪火”字体形象终于

逐渐成型。“薪火”既是书法，也是设计。字形根据

具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特征的隶书字姿态，同

时笔触加粗，转折圆润，“火字”笔势向两边分张，

就像运动员在奔跑；在色彩上，映日红渐变虹韵

紫，又像薪柴燃烧，迸发力量，充满活力。

2021 年 9 月 15 日晚 8 点，阳帆终生难忘的时

刻，万众期待的第19届亚运会火炬“薪火”终于向

世人揭开了神秘面纱。“为了见证这一重要历史时

刻，我早早就等候在了体育馆内，直到火炬从舞台

中央升起的那一刻，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松下来，

我将永远铭记这一难忘的时刻。”

由于“薪火”字体的设计成功，阳帆紧接着又

完成了“火炬家族”系列字体形象，同时还为杭州

亚运礼仪服装和亚残运会礼仪服装分别设计“云

舒霞卷”和“远黛青山”字体形象。

今年5月9日，杭州亚运会奖牌设计团队联系

阳帆，希望他为亚运奖牌“湖山”也设计一款字体。

奖牌“湖山”，是继会徽“潮涌”、吉祥物“琮琮”

“宸宸”“莲莲”、核心图形“润泽”、火炬“薪火”后又

一杭州亚运会视觉形象体系的核心元素，是亚运

文化美学的重要表达。

有了设计“薪火”的经验，这次的任务就得心

应手了许多。由于奖牌的设计灵感源自五千年良

渚文明，将方形玉琮和圆形奖章融为一体，所以奖

牌在视觉上呈现了方圆相融的显著特征，这也是

奖牌字体设计时的重要参照依据。

“为与奖牌视觉形象匹配，‘湖山’二字在造型

上更注重方圆结合的关系处理，字体的线条弧度

与奖牌边缘的弧度尽可能一致，圆中带方，是此次

亚运字体中形象最为方正的。字体色彩是以虹韵

紫到水光蓝的渐变，温润细腻，与奖牌的整体形象

相得益彰。”阳帆说。

6月15日，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

动上，杭州亚运会奖牌“湖山”正式发布，其别具一

格的设计风格和深邃丰富的内涵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

阳帆没想到的是，他与杭州亚运会的缘分还

在延续、越变越深。7月20日，杭州亚运吉祥物设

计者张文找到阳帆，希望他为吉祥物重新设计一

组字体，既能够体现江南特色，又能够与吉祥物可

爱的卡通形象更匹配。为达到童真饱满的效果，

阳帆特意强调了笔势的弧度与韵律，笔画较粗，形

成了生动圆润的视觉效果。

“琮琮”作为视觉中心，为符合其张开双臂的

形象，所以琮字在设计时较为舒张，横势较为明

显。“宸”字内部结构较为紧凑，下部笔势分展，更

符合拱宸桥稳健的结构特征。“莲”字的草字头如

同两朵荷叶盖在头上，底部如同一艘缓缓驶入的

小船，让人们产生无尽的联想。

“江南忆”三字并列在一起，横势较为突出，

“南”字内部结构如同江南小船驶过后的水纹，波

光粼粼，将左右两字在视觉上串联起来，使得“江

南忆”三字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充满了流动感和

韵律美。

（胡蓉、周霜）

“亚运会开幕式上各个代表团引导牌上名字

是书法哎！”“是谁写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

式引人注目，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仿佛带着“显

微镜”来观看，生怕错过了导演组隐藏的每一个小

细节。导演组用中国传统书法来展现代表团名，

这样富有诗意又有独特江南韵味的创意，自然被

眼尖的观众给发现了。据了解，这些书法出自西

泠印社社员钮利刚的手笔。

作为杭州最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化“金名

片”，今年恰逢建社 120 年的西泠印社，自杭州成

功申办亚运会起，就积极参与其中，举办了一系列

的展览和活动。此次接到书写 45 个参赛国和地

区名的任务，西泠印社更是高度重视，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根据总导演沙晓岚要求的“隽永飘逸”的

书法字体的要求，社里经过多种尝试，初步筛选了

苏东坡体和颜真卿体，最后开幕式主创团队选择

了雄浑、宽博的“颜体”，由钮利刚书写。

“颜体楷书结构方正茂密，气势庄严雄浑，”钮

利刚表示，虽然此次书写的都是简体字，书写起来

有点“别扭”，但他很快调整状态，在试写之后，便一

气呵成，花了六七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他还特意

挑选了富阳的白唐纸来书写，亦具有“杭州特色”。

开幕式当天，钮利刚和大家一样，守在电视机

前等待着代表团的出场，“开幕式上以扇面引导

牌、地屏之上勾勒出各种团扇造型、书法这样独特

的江南韵味迎接运动员入场，展现了杭州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开放、融合的精神。”看到扇面引导牌

和大屏幕上的出现的一个个名字，他既激动又有

点小遗憾，“要是写得再厚重一些就更好了。”

他还告诉记者，其实亚运会开幕式节目单上

的“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这几个字也是他写

的，采用杭州“老市长”苏东坡的笔意。这简简单

单的几个字耗费了他更多精力，“写了好几稿都不

满意，整整写了半天。”

西泠印社一直以来致力于文化传播和印文化

的推广工作，作为西泠印社的一份子，此次自己的

书法能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呈现，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书法的魅力，钮利刚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他

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笔墨当随时代”

特征，让更多的人关注、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期待更多的世界友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本报记者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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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帆设计的字体：湖山、薪火、江南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