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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四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时代性

张浩
西安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西安 710065

摘要：以全国运动会视觉形象设计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会徽、吉祥物两个视觉形象重点要素在设计中对于时代性特征的应用

与探索，提升文化自信，为当代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思路。通过对历届全国运动会视觉形象

设计进行梳理、分析，以全国十四运会会徽、吉祥物设计为例，探索全国运动会视觉形象设计中时代性因素的影响。全国运动

会是国家最具影响力、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视觉形象应以当代的设计方法和观念来展现举办地的地域特色、民族传统、历史

文化、经济建设，提出视觉形象设计必须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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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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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标志着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中国正以全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七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发展以日新月异的

速度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中国体育事业也伴随着国家

前进的脚步一路前行。1990年 9月，中国北京成功举

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

综合性运动会。北京亚运会向世界传递出改革开放的

中国在经济发展与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变化，人民体质

增强，运动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体育运动之

中。2008年8月，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反映出

中国经济高速和稳定的发展，作为亚洲强国的中国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展现出充满希望的面容。

2010年中国广州成功举办了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不

仅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为了中国、广东、广州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的窗口，更是成为了推动举

办地城市建设发展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平

台。2014年南京成功举办青奥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

的青奥会，也是中国第二次举办国际奥运赛事。如今，

中国杭州获得了 2022年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的举办

权，中国北京获得了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运会主

办权，北京也将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

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国运兴，体育兴；体育强，中国强”，体育是社会发

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年天津十三运会

开幕前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

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

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

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组

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就更好地起到了举办全运会的

作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

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

综合实力，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

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

会提供强大正能量。[1]”

1 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是我国国

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和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

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自 1959年在北京举办

第一届全运会到 2017年天津全运会已经举办了十三

届。2019年 8月 3日，陕西作为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

会的举办地，在西安正式发布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会徽、吉祥物形象，预示着陕西全运会的脚步已经临近

（见图 1）。全运会作为为奥运会选拔人才、锻炼新人

的重要舞台，也是各个省市展现体育和综合实力的平

台。前九届全运会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轮流举

办，第十届后则由各个省市通过竞争选举获得举办权。

全运会在举办初期仅用简单的图标会徽来承载传

递基本信息，进入到改革开放后，会徽设计开始体现美

感并赋予图形更多的意义[2]。吉祥物形象首次出现在

全运会上，是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也是全运会

史上第一次会徽、吉祥物同时作为视觉形象出现在大家

眼前。至此，会徽、吉祥物作为视觉形象的核心元素成

为举办地的重要象征，在全运会这一国家平台上发挥着

展示、推广举办省市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的积极作用。

1.1 全运会会徽设计的各个阶段

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全运会会徽设计从尚不能

规范制作的初级阶段到具有风格特征和时代风貌的高

级阶段，直接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和体

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表现出典型的时代烙印。

1.1.1 会徽设计的萌芽期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于1959年在北京举办，会徽由

图1 全国十四运会会徽、吉祥物发布会及设计者西安美术学院张浩教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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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麦穗、数字 1组合而成，反映出建国初期国民经

济以农业为主的基本状况。第二届、第三届全运会在

1966年至1976年时期举办，会徽设计以跑道和红旗以

及代表届数的阿拉伯数字组成，政治意味浓厚。前三届

会徽造型简单，表现缺乏艺术性，体现出口号式的设计。

1.1.2 会徽设计的探索期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体育事业发展迎来了春天，也

为全运会会徽设计带来了现代设计的理念与方法。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会徽首次出现了象征体育精神

的火炬形象。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会徽设计将跑道

元素与国旗以及届数数字组合，形成了“中”、“申”字

样，有了举办地的元素。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会徽设

计将届数与火炬、跑道与举办地信息进行了艺术化的

组合处理，体现出了设计感。这三届会徽初步具备现

代会徽设计利用简洁图形表达丰富内涵的特征。

1.1.3 会徽设计的成长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全运会会徽设计，就像中国

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一样，紧紧跟随着时代的步伐。

第七届全运会会徽以燃烧的火炬为原型，火焰与手柄

由象征届数的数字构成，形式感和造型美感都有所体

现。第八届全运会会徽造型用抽象的表现方法，将火

焰造型解构出阿拉伯数字“8”和上海的英文字母“S”，

在体现出造型美、简洁美的同时突出了会徽识别性。

第九届全运会会徽设计用阿拉伯数字“9”体现出动感

的艺术之美，第十届全运会会徽也将阿拉伯数字“10”

进行艺术化设计，赋予数字以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文

化特征。第十一届全运会会徽设计则将全运文化内涵

充分表达，图形元素之间相互穿插，以自由开放的组合

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特点。第十二届全运

会会徽将“12”、“LN”、奔跑的人与抽象龙鸟形组合巧

妙同构，象征了“中国力量，继往开来”的创意构想。第

十三届全运会会徽设计巧妙地将“13”、火炬、张开的双

臂组合成汉字“津”字，既体现出体育精神和地域文化，

又寓意了奔向未来、承载梦想的主题（见图2）。

这七届全运会会徽的演变过程，跨越 25年，是中

国现代设计从学习西方到自成一体的成长过程，会徽

设计从寻求将造型的现代形式美感与承载内涵信息有

机结合，发展到彰显地域文化内涵和抒发张扬个性的

设计新时代。

1.2 全运会吉祥物设计的各个阶段

吉祥物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人们在与自然斗争过程

中趋吉避凶，祈福安康、丰收、祥瑞的事物图腾，中国祖

先曾创造出龙凤、麒麟等，并赋予它们象征意义，满足

祈福的心愿。全运会视觉形象中首次出现吉祥物是在

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卡通山羊“阳阳”手捧鲜花，

体现出广州作为羊城和花城的举办地特征。首次在全

运会出现的吉祥物，成为了六运会的时尚代言。随后

的七运会因在农历鸡年举办，所以以手持火炬的报晓

金鸡作为吉祥物。八运会在上海举办，以农历牛年的

牛为主题，设计了做出“八”手势的“初生牛犊”的吉祥

物形象。九运会举办地又回到广东，吉祥物设计选择

了民俗舞狮中“南狮”形象，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元素。

十运会在江苏举办，延续了在传统文化中取材的方式，

用张开双臂的麒麟形象作为吉祥物。十一运会在山东

举办，吉祥物设计首次用民间神话形象，将泰山童子幻

化成石头造型，眉心的红点具有强烈的民俗特征。十

二运会吉祥物以辽宁渤海斑海豹为原型设计，以辽宁

民间传说“海狗把门”为主题，整个形象活泼可爱。在

天津举办的十三运会吉祥物设计，选取杨柳青年画中

的儿童形象，身着牡丹花、脚踏虎头鞋、挥舞红色绸带、

图2 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会徽

30



张浩：全国十四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时代性第1卷 第1期

手举火炬，将民族民间元素应用得十分有趣（见图3）。

历届八个全运会吉祥物形象，在设计造型特征以

及表现形式、色彩应用、题材选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时

代变迁的气息。改革开放将现代设计理念带入到国

内，设计思维进一步开拓，表现手法愈加丰富，设计中

更注重艺术的美感。进入21世纪，多媒体技术快速发

展，对形象设计的表现力有了更大的提升，设计思维更

加开放，设计更加有国际风范。

2 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时代性要求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届，作为全运会视觉形象设

计基本要素的会徽、吉祥物设计，能集中反映出一届全

运会举办地以及举办时间范围内其经济、政治、文化的

具体状况。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要了解一件艺

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

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

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全运会会徽、吉祥物

设计通过由所处时代变化下产生的形式来承载这一时

代赋予的内容时,一切也就水到渠成。全运会视觉形

象设计的艺术创作标准要求体现形式符合时代潮流，

具有时代感，运用设计的形式法则要满足视觉审美要

求，从设计中传达信息，满足对例如办赛主题、意义、作

用、社会影响等信息的有效传达，这就是视觉形象设计

的时代性要求。

2.1 造型特征体现时代性

对全运会历届视觉形象设计逐一分析，发现其无

不反映所处时代的设计风格、审美标准。从一开始满

足功能需要的口号、徽章式设计，到注重识别性、着力

表现出形式美感，力求简洁、突出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化

设计，不断变换升级的造型特征既受时代影响又反映

着时代。随着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造型设计更

加开放自由，更趋于满足功能下彰显个性化的形式美

感。进入到移动互联数字时代，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

体现出有利于互联移动客户端传播的要求，在造型设

计中更加突出信息图形的扁平化，追求一目了然、快速

识别。

2.2 设计理念体现时代性

全运会视觉形象在设计理念上必须契合时代背

景。随着移动互联数字时代的到来，国际文化艺术大

融合的格局开始形成，民族地域的特色艺术这一不可

多得的艺术瑰宝的价值显得越来越重要[4]。视觉形象

设计围绕主办地历史与传统文化视觉符号的创新应

用，从设计形式到设计理念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因

素。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力实施，关中-天水经济

区城市群建设带动了西部丝路沿线城市的快速发展，

视觉形象设计中的符号必须传递出全运会举办地的经

济建设与文化发展成就，对举办地的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要有更为准确的表达。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必须

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于百年华诞之际，带领全国人民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个百年目标不懈奋斗的决心。经济建设的高速发

展，绿色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

图3 第六届至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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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各个行业必须要关注的。全运会视觉形象要融入

绿色生态设计的观念，倡导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环境。

3 全国十四运会视觉形象设计解析

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重点是会徽和吉祥物设

计，这两个重要的视觉形象图形要集中反映举办地的

传统文化、历史风貌和发展成就，并以特有的活动载

体——体育运动的视觉形象设计为国内各省市间的文

化交流打下基础，通过对会徽、吉祥物的广泛应用，也

提升了全运文化和国家、举办地城市的美好形象。

2015年 11月，作为唯一申办全运会的省市，陕西

省正式成为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承办地，也

是首个举办全国运动会的西部省份。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伟大时刻。在这一重大历史时

刻，全运会的视觉形象设计，特别是会徽、吉祥物设计

将发挥传达出陕西革命圣地的红色文化、周秦汉唐的

历史文化以及表现出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

程，实现追赶超越，展示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

3.1 全国十四运会会徽设计

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核心、灵魂是会徽，它高度

浓缩了运动会的内涵，承载着全运会倡导的主题，体现

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全运会办赛

理念、举办时间等信息。会徽不仅要有内涵信息的承

载，还要在造型上具有简洁的艺术美感与浓厚时代气

息。会徽也由此成为全运会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形象，

在国家传媒平台上广为传播，最终会成为人们所共知

的全运会经典形象载入史册。

十四运会会徽设计方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天之

器的国宝玉璧为创意基础，寓意美好吉祥，圆形的整体

造型也体现出传统文化形态象征的“圆满”之意，凸显

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正负形的同心圆，不仅表现了陕西地处中国版图

中心“大地原点”的坐标特征，还寓意着全运盛会回到

中华传统体育的起源地、红色体育的发祥地。

而玉璧纹饰则巧妙变形为点线勾勒的三个不同运

动形态的人物，呈现出三秦儿女众志成城，办好十四运

会、共筑中国梦的热情期待和胜利信心。

会徽圆心正中延安宝塔山造型象征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华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会徽以明亮的黄、绿、蓝、紫、红渐变色为主色调，

象征了陕西有黄土高原铸就的红色革命圣地，有青山

绿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以及蓝玉紫凤，

文化、科技、时尚交相辉映的现代文明，全国十四运会

会徽设计及标准色见图4。

3.1.1 会徽设计的定位

全运会的承办权一般是要省、直辖市等一级国家

行政区域方可申请，会徽等图形元素要体现举办地的

地域文化信息。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徽设计首先要

确定的是会徽图形要承载的举办地陕西省的文化和体

育盛会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十四届全运会

会徽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主要有六点：（1）陕西的深厚历

史文化。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周秦汉

唐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2）陕西丰厚的历史遗存。陕西省会西安是十三朝古

都，历史文物遗存丰厚，是中华历史和文明进程的见

证。（3）象征中国革命的红色文化。陕西延安是革命圣

图4 全国十四运会会徽设计及标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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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的精神支

柱[5]。十四运会在 2021年举办，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周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年，具有非常重

要的历史意义。（4）陕西的地理坐标。陕西坐落于中国

腹地，陕西泾阳地处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陕西简称

“秦”，行政区块划分为关中、陕北、陕南，因此又称“三

秦大地”。（5）全运会体育运动特征。全运会是国家平

台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有三十七个大项、十二个

小项的运动项目将在全运会展开竞技。（6）新时代陕西

经济文化发展成就。陕西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

起点，定位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和亚欧合作交流的国

际化大都市，成为第九个国家中心城市，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

3.1.2 会徽的造型设计

笔者团队在思考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徽的造型

特征时，希望能找到从形到意代表陕西的某一物体，以

此为原型出发设计，更能凸显会徽的内涵和底蕴。以

大雁塔、小雁塔、钟楼、延安宝塔等为代表的名胜建筑，

以秦砖汉瓦等为代表的石刻文物，具有动感的书法汉

字“陕”、“秦”，以陕西省花百合、西安市花石榴花为代

表的植物花卉，以及神话传说、未来科技形象等都是全

运会会徽设计惯常考虑的原型。

陕西历来是历史文物大省，遗存丰厚，选择文物器

具作为会徽的设计原型将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整体

造型而言，“圆”器是十分重要的一大类，具有圆满、和

谐、生生不息的心理认知。文物中圆形器物非常多，其

中以秦汉瓦当样式，玉璧、玉佩样式最为典型。陕西蓝

田是中国四大玉石出产地之一，中国自古将玉与君子

美德相联系的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玉文

化中积淀蕴含了深厚的炎黄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安

定、繁荣、和谐、幸福的物化和象征。玉璧器物作为古

人礼敬上天最隆重的礼器，象征着美好的意愿和高贵

的品质。以陕西出土的国宝级玉璧文物中的西周龙纹

玉璧、秦蟠虺纹玉璧、汉双身兽面纹玉璧为设计原型具

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地域意义，既表现了中华民族

对圆形的原始崇拜，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具有

极大的影响（见图5）。

对比了近七届全运会会徽设计以及近些年国内举

办的各项国家平台赛事的会徽设计，可以看出造型简

洁的会徽往往具有更强的识别性与文化承载能力，而

圆形造型的会徽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是突出会徽识别

性的重要条件。

十四运会会徽设计最终确定了以玉璧为原型，而

玉璧中心的同心圆作为整个会徽的核心，为了打破其

环状中心“O”形“零”的歧义，需要考虑设计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图形置入其中。综合十四运会举办地以及举

办时间所承载的重大意义，设计选取了最具革命代表

性和识别性，且深入人心的延安宝塔形象，运用剪影的

设计手法将宝塔山、宝塔、延河桥、延河水形象组合并

艺术化处理。特别是宝塔形象，通过线面的疏密与粗

细变化，将宝塔立体化，一个沐浴在东方朝阳下的宝塔

形象跃然而出。宝塔山运用剪影手法，增加了五孔窑

洞的负形，不但让窑洞有了光感，更让宝塔山图形通透

灵动起来。延河桥运用负形的处理手段，与宝塔山形

成正负形对比关系，相互衬托。延河水用盘旋的两组

波浪线组合，与圆形会徽形成呼应关系。这几个形象

组合在一起，非常完美地融入在同心圆中，与会徽的环

状结合得浑然天成。为了突出全运会会徽的体育特

性，强化动感，选取了全运会三十七个项目中最具代表

性的三个项目——田径、游泳、排球作为原型，运用抽

象的线条，简洁地勾勒出运动项目的动作特征，结合玉

璧纹饰环绕布局的特点，设计了环绕圆心的三个运动

形象，点线关系与疏密关系恰到好处，具有韵律美感

（见图 6）。三个不同运动形态的人物，在寓意上也象

征着陕西这三秦大地上的三秦儿女，以昂扬的斗志和

图5 秦蟠虺纹玉璧、汉双身兽面纹玉璧、西周龙纹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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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运动水平迎接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到来。

3.1.2 会徽的色彩设计

十四运会将于 2021年 8月在陕西举办，会徽作为

视觉形象设计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从造型上要体现出

时代意义，色彩上更要有当代性与艺术性。通过对比

分析近五年国内外体育运动赛事视觉形象，特别是会

徽标志色彩运用的规律以及国际上时尚色彩的表现形

式，发现色相过渡的表现手法具有时代感、国际化风

范，符合会徽设计色彩应用的定位。

十四运会会徽在造型基础上，色彩的象征意义要

符合定位的需要。陕西地处黄土高原，也是中华民族

始祖轩辕黄帝所在地，黄色是融进血液里的颜色。华

夏文明的龙脉秦岭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与汉江谷地之

间，是中国地理划分南北的标志，绿色生态环境极好，

终年郁郁葱葱。陕西西安是中国三大教育科研中心之

一，以发展硬科技为特点，象征高新科技的蓝色最具有

代表性。在打造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的战略规划

下，陕西西安作为新旧丝绸之路起点，被列为第九个国

家中心城市，定位为历史文化国际化大都市，象征时

尚、文化的紫色表现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陕西延安

是革命圣地，是中华传统体育的起源地、红色体育的发

祥地，2021年又是建党一百周年的特殊时刻，红色自

然是会徽中不可或缺的色彩（见图7）。会徽以黄、绿、

蓝、紫、红为主色调进行色相过渡，形成整体以绿蓝色

为主、黄紫红为辅的总体色彩印象，保持了与会徽绿蓝

通透的玉璧主题的一致性，色相之间自然过渡也象征

了陕西经济、文化、建设等要素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3.2 全国十四运会吉祥物设计

作为全运会视觉形象最亲和、最容易推广的视觉

识别基本要素，吉祥物是体现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

色的重要载体与形象代言，更是全运会吉祥、美好的象

征。全运会吉祥物在造型上既要有体育运动特征，又

必须体现出举办地的文化历史内涵，在进行艺术形象

设计时，既要用拟人化的手法合理夸张，又必须赋予吉

祥物体育运动的动态与活力，展现举办地人民的热情

友好，反映出全运会的主题理念。

十四运会吉祥物设计方案是以陕西秦岭独有的四

个国宝级动物——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为创意

原型，设计了一组幸福快乐、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积极

向上的运动吉祥物形象。朱鹮“朱朱”，手举火炬，展翅

飞跑；大熊猫“熊熊”，张开双臂，热情奔放；羚牛“羚

羚”，健壮憨萌，阔步向前；金丝猴“金金”，聪明智慧、灵

动可爱。身着“富裕黄”、“圣地红”、“梦想蓝”、“生态

绿”运动装的吉祥物组合，分别寓意着奔向新时代、喜

迎八方客、同享新生活、共筑中国梦（见图8）。

3.2.1 吉祥物设计定位分析

全国十四运会吉祥物设计在确定原型初期，对于

其原型考虑了很多方向，历史文物、人文传说、民间美

术形象、动植物等，都有很鲜明的地域特点。例如“秦

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闻名世界，是陕西西安的形象

代言；凤翔民间泥塑“虎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泥塑形象多次成为国家发行的生肖邮票；2021

年正是农历牛年，性情温顺、体格健壮、役用力强的“秦

川牛”有一定的代表性；秦岭在陕西段号称“八百里秦

川”，有着四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羚牛、大熊

猫、朱鹮，被老百姓爱称为“秦岭四宝”（见图9）。

陕西秦岭在中国地理具有标志性地位，自然生态

环境优美、物种丰富、森林茂盛，号称“中国的肺”。中

图7 延安宝塔山、西安永宁门、陕西秦岭、陕西高校研制的WiFi无人机

图6 全国十四运会辅助图形——运动图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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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国家在发展建设中始终把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

展理念放在重要位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众多方向的原型中最能体现自然生态的形象

就是“秦岭四宝”，把陕西秦岭这四个国宝级珍稀动物

的可爱形象作为十四运会吉祥物展现在全国人民面

前，能体现出陕西人民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所作出的

成就与贡献，反映出大美秦岭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好家园。

在借鉴和参考大量国内、国际运动会吉祥物的设

计方案基础上，寻找到符合需要的形象气质[6]。全运

会吉祥物形象从角色定位上摒弃萌化、儿童化，定位为

十一二岁的少年形象，“少年强则中国强”，他们就如同

邻家男孩一般充满活力。吉祥物色彩定位考虑到陕西

的历史、文化、地域、建设等因素，以及“秦岭四宝”原型

本身的色彩特征，以拟人化的黄、红、蓝、绿四色运动服

装来表现吉祥物形象。

3.2.2 吉祥物设计表现策略

在全运会吉祥物设计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动物原

型的外形特征，同时又兼顾吉祥物之间的互动关联，体

现出团结协作的团队关系还不失其运动形象。对吉祥

物形象造型设定，以专业设计美感为标准，注重对“秦

岭四宝”动物原型特征的夸张，特别是体态动作造型要

符合动物原型的特征，四个动物大小排列设计要体现

出主次、节奏等形式美感。

朱鹮作为陕西省独有的珍稀鸟类保护动物，体型

较小，具有展翅翱翔的能力，因此设计成高举火炬引领

队伍向前的形象；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珍稀保护动物，

在世界代表中国形象，设计成了“功夫熊猫”的模样，有

力地挥动着右臂；羚牛是国家珍贵保护动物，它的造型

要体现出力量与奔跑动感，它憨萌的“回眸”正是它在

崇山峻岭上的习惯动作；金丝猴则回归了娇小的身形，

灵动可爱，让它跟随队伍后面努力追赶，整个团队显示

出的是一股团结向上，追赶超越的劲头。

4 结语

全国运动会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体育运动赛事，代

表它的视觉识别形象设计也必须具有时代特征与国际

化设计语言。作为视觉识别形象最基本要素，会徽、吉

祥物设计在服务于大型体育活动、传递体育运动会信

息、传播全运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体现文化自信的同

时，还充分展示着全运会体育的风采，讲好举办地故

图8 全国十四运会吉祥物

图9 “秦岭四宝”——金丝猴、羚牛、大熊猫、朱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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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展现深厚的国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助力地

域文化、经济的发展建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于建

党百年的特殊时期在陕西举办，作为重要视觉形象的

会徽、吉祥物设计在梳理、挖掘、融创全运文化与地域

文化的基础上，呈现出虚实相间、简洁明快、造型饱

满、富有美感的会徽样式，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积极

向上的吉祥物形象。会徽和吉祥物无论从造型与色

彩都展现出陕西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与国际化大都

市科技时尚的文化内涵，这些都体现出设计的时代性

特征。

当今是互联网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与

弘扬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全运会视觉形象设计随着

科技的发展以及个性化审美的变化日趋展现出多元

化、人性化、地域化、民族化的特性。全运会会徽、吉祥

物设计既要符合发展潮流，还要表现出多样的风格，同

时又需要强调民族文化和体育运动的有机结合。随着

全运会的临近，视觉形象设计将会随着全运会影响力

的日益提升而发挥为陕西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服务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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