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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亚运会越来越近，杭州市民发现，

这座城市在不知不觉中“进化”了，到处充

满亚运元素和意想不到的智能技术。

走在干净整洁的道路上，沿途一定能

看到亚运会标识、城市特色墙绘、精心设计

的绿植花卉与“三小只”吉祥物雕塑装置。

西湖音乐喷泉和钱江新城灯光秀都在

今年回归，经过了系统升级改造，带给观众

缤纷的观赏体验，营造浓烈的赛事氛围。

新建的多个亚运公园，已经成为市民日常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东方诗意 中国窗口

近日，在杭州余杭文一西路荆长路口

中央绿地，迎亚运景观装置“流光溢彩”璀

璨亮相，艺术装置直观展现亚运会徽扇形

和色彩系统，寓意广结“扇”缘，喜迎八方来

客。夜景中的艺术装置成为一道靓丽的亚

运夜晚风景线，扇形的外观造型与亚运会

会徽相呼应，丰富的色彩系统点缀在城市

景观中。

设计团队认为，举办城市夜景观的综

合营造，应当与体育赛事的核心视觉元素

相关联，并赋予核心视觉元素艺术化、人文

化与科技化的独异表现。那么，作为杭州

第19届亚运会、亚残运会形象景观总体规

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夜景观综合营造，带给

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为此，本报记者对该

项目的主创设计师、亚运会色彩系统主要

设计者、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郭

锦涌进行了采访。

郭锦涌表示，将夜景观营造纳入形象

景观规划之中，可以说是一次突破。夜间

的活力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所以

当下人们常讲“24 小时城市”，亦是人们生

活方式及城市多元活力的体现。为了烘托

亚运氛围，团队提交了40多个景观概念方

案，最终优选了 18 个落地，分散在杭州各

个重要的城市节点。设计团队在做规划的

时候，结合杭州夜间的形象气质，提炼城市

亚运元素，创作出景观装置作品。“流光溢

彩”是从杭州西站进市区的门户，之所以放

在这里，是因为它和未来科技走廊链接一

起，和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空间开发

模式（TOD）相融。许多外国政要、运动

员、嘉宾等国际友人将从此进入，因此这也

是重要的形象展示界面。

在以空间为载体的城市叙事中，夜景

观如何做到讲好杭州故事、亚运故事？在

他看来，这基于两个根本的前提。一个是

杭州亚运、亚残运形象景观总体规划所确

定的整体氛围营造定位——“东方诗意，中

国窗口”；另一个则延续了亚运色彩系统的

主题叙事基调——“淡妆浓抹”。

杭州是“诗画浙江”的省会，是一个具

有典型东方审美韵味的城市，杭州亚运色

彩主题以“淡收浓抹”来描绘杭州诗意的人

文华彩，勾联起杭城优雅的“水墨淡彩”底

色。而我们的夜景观营造则延续了亚运的

色彩叙事，以光色融合的方式将杭州亚运

色彩系统的六个主题色系——“虹韵紫”

“水光蓝”“湖山绿”“月桂黄”“映日红”和

“水墨白”——在夜间演绎出“淡妆浓抹”的

气质。

从城市端到赛事端，这些颜色运用到

不同的场景中。它们同各种亚运视觉标识

一道，展示着杭州亚运美学，讲述着杭州亚

运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运用数字技术营

造夜景观，将虚拟的夜景观表现与实体的

夜景观呈现有机融合。在内容上，运用数

字化交互方式展现杭州的历史文化、人文

故事，体验数字杭州与智慧亚运。例如，西

湖的夜景观体验与相关内容文本阅读的交

互——我们用手机扫描雷峰塔，相应的故

事就会动态地呈现；用手机扫描宝石山，相

关的信息也可以检测出来，这样就将杭州

的故事与数字化交互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

来。增加夜游的趣味性与交互性，体现生

态与绿色亚运的理念，构成独具杭州韵味

的形象景观，突显杭州的特色与内涵。

让世界看到花满杭城

杭州的高架上有一道靓丽风景线，那就

是月季空中花廊。每到秋天花期，道路两旁

月季盛开。今年杭州月季盛花初期将在9月

20日左右，比以往年份提前大约10天。杭州

高架上的月季有 215 万株，共计 40 多个品

种，高架两侧加上隔离带上的月季花箱，连

起来长度超过500公里，届时将形成亚运“空

中花廊”景观，领衔“花满杭城”风景线。

为确保亚运会期间花香不断，杭州园林

专家根据其生长规律与习性，通过对各个品

种月季的不同修剪和施肥来进行“花期调

控”，使其可以达到不同品种同时开花的效

果。另外杭州已经有几处桂花迎来绽放期，

不少市民已开始了朋友圈桂花摄影大赛。

到杭州亚运会期间，刚好将迎来盛花期，向

各国来客展现杭州市花的馥郁芬芳。

为了在亚运村更多地展现本土植物和

景观特色，亚运村景观工程设计团队走遍

杭城各处，获取灵感。如文二西路边的行

道树，每到秋季就会呈现出满树金黄叶的

曼妙景观。此外，庆春隧道入口处枫香的

渐变色彩、高速路边苦楝的蓝紫色花朵、飘

满杭城的桂花香等美景。在各种植物的美

妙点缀下，一年四季，亚运村都将美景如画。

设计团队在不同区块重点培育了珊瑚

朴、枫香等富有本地特色的植物；还与杭州

植物园合作，采购了一些在园林应用中罕

见的植物品种，设计了二十四节气植物模

块在亚运村滨水区进行展示，形成富有生

物多样性的植物群落。“我们希望通过这项

举措，让这些珍稀且特别的植物慢慢散落

在我们各个项目上。”杭州亚运村景观工程

设计师王晓田介绍。 （下转第3版）

还记得，2015 年，在

万里之遥的中亚古城土

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

“杭州”两个字响彻晴

空。当“中国杭州获得

2022年亚运会举办权”的

话音响起，杭州注定要在

亚洲体育事业发展的里

程碑上，留下属于自己的

印记。经历重启再出发，

这场体育文化盛会的步

伐依然迈得踏实而坚定。

作为东道主，我们正

大步朝着“中国特色、浙

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

纷呈”的盛会目标迈进，

亚运精神的荣光即将在

浙江绽放。回溯过去，从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到

2022年北京冬奥会，让世

界了解到了中华民族光

辉灿烂的文明成果，看到

了更加自信从容的新时

代中国模样。

亚运开幕在即，先让

我们来看看，杭州亚运会

在竞技场馆、亚运村建筑

设计、景观装置和城市规

划方面，做了哪些周到的

“考前准备”。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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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郭锦涌设计团队 流光溢彩 基于亚运色彩规划理念创作的亚运夜景观装置

杭州奥体中心夜景基础模式效果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