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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角楼是指紫禁城垣四隅之上的角楼故宫角楼是指紫禁城垣四隅之上的角楼，，建于明永建于明永
乐十八年乐十八年，，清代重修清代重修。。角楼是紫禁城城池的一部分角楼是紫禁城城池的一部分，，它它
与城垣与城垣、、城门楼及护城河同属于皇宫的防卫设施城门楼及护城河同属于皇宫的防卫设施。。

宫城呈长方形宫城呈长方形，，占地占地7272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有大小宫殿7070多多
座座，，房屋房屋90009000多间多间，，周围环绕着周围环绕着1010多米高的城墙和多米高的城墙和5050多米宽的护城河多米宽的护城河。。在城在城
墙的四角上墙的四角上，，各有一个玲珑奇巧的角楼各有一个玲珑奇巧的角楼。。角楼为明代建筑角楼为明代建筑，，至今已有至今已有560560多年多年
的历史的历史。。角楼的平面布局为两个角楼的平面布局为两个””十十””字相叠的曲尺形字相叠的曲尺形，，坐落在须弥座之上坐落在须弥座之上，，
四周环绕白玉石柱栏杆四周环绕白玉石柱栏杆，，从墩台下地面至角楼宝顶高从墩台下地面至角楼宝顶高2727..55米米。。角楼是一座四角楼是一座四
面凸字形组合的多角建筑面凸字形组合的多角建筑，，屋顶有三层屋顶有三层。。上层是纵横搭交的歇山顶上层是纵横搭交的歇山顶，，由两坡由两坡
流水的悬山顶与四面坡的庑殿组合而成流水的悬山顶与四面坡的庑殿组合而成，，因这种屋顶上有九条主要屋脊因这种屋顶上有九条主要屋脊，，所所
以称作九脊殿以称作九脊殿。。中层采用勾连搭的做法中层采用勾连搭的做法，，用四面抱厦的歇山顶环拱中心的屋用四面抱厦的歇山顶环拱中心的屋
顶顶，，犹如众星拱月犹如众星拱月。。下层檐为一环半坡顶的腰檐下层檐为一环半坡顶的腰檐，，使上两层的使上两层的55个屋顶形成个屋顶形成
一个复合式的整体一个复合式的整体。。角楼采用减柱造做法角楼采用减柱造做法，，室内减去四根立柱扩大了空间面室内减去四根立柱扩大了空间面
积积。。角楼的各部分比例谐调角楼的各部分比例谐调，，檐角秀丽檐角秀丽，，造型玲珑别致造型玲珑别致，，集精巧的建筑结构和集精巧的建筑结构和
精湛的建筑艺术于一体精湛的建筑艺术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令人叹为观止，，是紫禁城的标志是紫禁城的标志。。

故宫的四座角楼轮廓优雅故宫的四座角楼轮廓优雅、、造型独特造型独特、、玲珑绚丽玲珑绚丽，，翘起的檐角层层叠叠翘起的檐角层层叠叠，，
蔚为壮观蔚为壮观。。其实其实，，角楼并不是真正的楼角楼并不是真正的楼，，从它的外面观看从它的外面观看，，三重檐飞翘的屋檐三重檐飞翘的屋檐
层层叠叠层层叠叠，，共有共有2828个翼角个翼角、、1616个窝角个窝角、、2828个窝角沟个窝角沟、、1010面山花面山花、、7272条房脊条房脊。。但但
是当你进入角楼的里面时是当你进入角楼的里面时，，就会发现屋内干净利落就会发现屋内干净利落，，没有一根落地的柱子没有一根落地的柱子，，更更
没有楼梯没有楼梯、、楼层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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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17日，首钢
冰球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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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
物诠释了科技梦想与文化情怀，是中国文
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完美结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吉祥物
的发布标志着北京在成为奥运史上首个

“双奥之城”的征程上又跨出重要一步，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集中国和中国人民最
精华的元素和特色于一身，一定会成为
中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杰出大使。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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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墩墩”“雪容融”同时亮相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

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
了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头部外壳
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饰彩色光环，
其灵感源自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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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会的特
点。墩墩，意喻敦厚、健康、活泼、可爱，
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
动员强壮的身体、坚忍的意志和鼓舞人
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灯笼为
原型进行设计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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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突出了举办地
的特色；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纸
艺术；面部的雪块既有“瑞雪兆丰年”的
寓意，又体现了拟人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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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象征洁白、美丽，是冰雪运动的
特点。容，意喻包容、宽容、交流互鉴。
融，意喻融合、温暖，相知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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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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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力“征吉”普及奥运
201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成

功举办十周年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启动仪式隆重
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联合教育部在全国中
小学开展“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
动，同时也充分动员专业设计机构广泛
参与。

吉祥物征集活动历时84天，共收到
设计方案5816件。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均有征集作品提交。

——国外作品来自五大洲35个国
家。

——在征集活动的投稿者中，年
龄最大的75岁。

严谨评审找准方向
北京冬奥组委邀请国际、国内18名

知名专家和运动员代表组成了吉祥物
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委的专业领域涵
盖造型艺术、艺术理论、体育奥运、动
漫影视、儿童文学等。

经过评委推选，北京奥运城市发
展促进会副会长蒋效愚担任评委会
主席。

2019年1月7至8日，北京冬奥组
委组织召开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全部
有效征集作品进行初评和复评，选出
10组候选设计方案。

入选的设计方案包括中国特有珍
稀动物、汉字、动漫造型、生肖瑞兽、冰
雪运动元素、互联网表情包、春节年俗
图形等类别。其中，9组设计方案为专
业设计机构和专业设计师投稿，1组设
计方案为小学生投稿。而“冰墩墩”的
部分修改设计也借鉴了这件小学生作
品的灵感。

“冰墩墩”渐次揭开
评审中，冰糖葫芦的创意作品入

围前十，这一来自广州美术学院设计
团队的作品，就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最初的创意来源。
今年1月25日，冬奥组委遴选了

10名吉祥物设计方案修改专家。同
一天，冬奥组委邀请广州美院设计团
队对其作品进行修改。

从冰糖葫芦到“冰墩墩”，大大小
小的修改不计其数，草图上万张，相关
文件累计超过100G。

冰糖葫芦的创意出自广州美术学
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平云之
手。不过，之后的修改意见是只保留冰
壳。广美设计团队在冰壳里做了许多
尝试，有鹿、虎、兔子，考虑到冬奥会正
值春节，他们还设计了元宵、饺子等。

经过无数次的摸索，修改重点终
于逐渐明朗——冰壳熊猫。作为世界
独一无二的中国珍稀动物，熊猫的国
际认同度很高，但如何做出一个易于
传播的、可爱的、非传统的熊猫？

他们把能收集到的熊猫资料全部
收集分析，发现虽有了冰壳，但熊猫与
冬奥会的联系还是不够。

据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
专家、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
徽设计者林存真透露，“把‘冰丝带’融
进去”这个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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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冰壳的熊猫酷似航
天员，一下有了未来科技感，又有“冰
丝带”和冰晶外壳，又是中国国宝、全
球人都爱的动物，定位清晰了。

起名字随后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实冰糖葫芦原来也叫糖墩儿，‘墩
儿’有一种北方冬天的特点，特别亲
切，像邻家小孩一样健康、活泼、可
爱。”林存真说，“后来又发现，南方人
和外国人很难读出‘墩儿’，后来就改
成了‘冰墩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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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审时，她提交的中国结和红灯笼
的创意入围前十。但专家给的意见是“仅
保留原创属性，重新设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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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所有团队
成员反复观看冬奥组委的宣讲录像，“恶
补”奥运知识。

今年2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专家
组经研究决定，让吉艺设计团队主攻灯
笼形象。4月初，灯笼形象已基本确定，
但需要完整的文化阐释方案。

设计团队和修改专家组在多次沟
通和尝试之后，将体现“双奥之城”的天
坛、鸽子、长城、如意（冬奥会跳台滑雪
场地又名“雪如意”）等元素加入吉祥物
形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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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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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姬烨 汪涌 王梦

冰雪晶莹 点亮梦想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诞生记

冰墩墩
雪
容
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