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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的身份认同建构与亚运美学的
设计语境锚定

成朝晖
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杭州 310012

摘要：国家形象的身份认同建构与亚运美学的设计语境锚定之间的互为逻辑，成为国家形象的亚运美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其

中，文化叙事与亚运美学是一种逻辑链接。通过剖析全球视野的中国文化叙事，阐释作为国家形象的文化表征与价值解读，表

达了文化叙事助力塑造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塑造、文化传播与沟通交流的因果关系与有效路径；通过亚运美学的身份认同

建构与设计语境锚定的关系，阐述了“原型”唤醒的亚运美学设计价值的表达；通过亚运美学与设计理念融合的核心图形的视

觉语境、多元形象的多维协同构建东方诗意的形象景观系统、开创新局的智能科技运用，展开杭州亚运美学形象的自塑分析，

以期为未来国家重大赛事的整合设计与系统传播提供些许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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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tual logic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national images and the anchoring of the design context of

Asian Games aesthetics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basis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n Games aesthetics of national images, in which

cultural narrative and Asian Games aesthetics are logically linke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images by analyzing the glob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narrative, and express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effective path of cultural narrative in shaping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anchoring of the design context of Asian Games

aesthetics, the expression of the design of Asian Games aesthetics awakened by "prototype" is elaborated. By integrating the core

graphics of Asian Games aesthetics and design concepts, and constructing an image landscape system of oriental poetic imagery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of diverse images, and pioneering the us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is paper conducts self-

shaping analysis on the aesthetics image of Hangzhou Asian Games, so as to provide some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sign and systematic communication of major national ev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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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流与文明互鉴，在

此背景下，通过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饱满的精神状

态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重构中国

文化身份成为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发展的理性选择。一

方面，需要让世界更好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

需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弘扬中国文化价值。

在各国文化与文明互鉴中，重大体育竞赛对国家

乃至主办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促使国家形

象和城市形象塑造进入全新的阶段。亚运美学是指在

第19届亚洲运动会中，通过形象视觉、场馆营建、景观

系统、文化展示和多元互动等设计方式及跨国传播，展

现东道国的中国国家形象、文化特色和美学理念，彰显

杭州作为主办城市的独特文化和深远价值。

一、全球视野的中国叙事：文化表征与国家形象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叙事构建是一个涉及多

方面因素的复杂任务，是中国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展

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它不仅涉及到文化自信

的提升，还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塑造。面对语言和

文化差异的挑战，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全球

范围内并不均衡。这并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问题，更是

文化自信和国家形象构建的关键，应积极面对挑战而

拓展有效的设计与传播策略。文化自信是中国形象构

建的基础，也是我们对自身的国家文化价值的坚定信

念与高度认同，更是培育具有国际认同感的思维逻辑、

表现方式和表达方法。全球视野的中国文化叙事通过

特定的话语和叙述方式，传达中国历史、价值观、文化

精髓等内容，以此在国内外构建和传播中国的国家形

象。这种叙事不仅是对历史和文化的简单陈述，也是

包含了对国家文化记忆的传承、表征与价值解读。

（一）作为国家形象的文化表征

国家形象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也反映出国家形象建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意

味着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多面向，其过程是多元且立

体的。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动态的，会随着世界局势、国

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与时俱变。正如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认为：“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

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

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

的使用”[1]。“形象是对身份的认知和评价，身份由文化

来表征。[2]”国家形象建构引出哲学中关于“我是谁”

的身份表征，“国家形象的建构不是单一表征运作的结

果，而是一系列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是国家形象表征

链聚合并实现意义表达和认同的过程。[3]”可见，国家

形象是需要通过国家各类活动而塑造的。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和声

誉，它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意识形

态，涉及一系列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信息输入和输出

产生的结果。国家形象的文化表征则是构建国家形象

过程中的重要元素。文化表征是通过文化符号、文化

产品、文化活动等方式来展现国家形象的各个方面。

在尊重不同国家文明特色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作为

中国国家形象文化表征，承载着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

表达范式、时代精神和价值认同。这种文化表征的呈

现可以理解为一方面遵循着西方的“世界观 ”，一方面

“涵化”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4]。在世界的秩序与逻

辑中，涵化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国家形象与文化表征有着相互关系且密不可分。

国家形象通过文化体现和传递，而文化表征是国家的

独特标志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独

特标志和身份认同。通过展示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一

个国家可以树立具有辨识度和独特性的形象，从而影

响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民众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包

含着多元的文化内涵，契合时代主题、文化表征和公众

期待，是文化表征的聚合和文化符号及其文化意义的

叠加、演变与更迭。第 19 届亚运会作为一个典型案

例，充分展示了亚运美学的丰富内涵和多元表现形式，

在亚运会这一国际舞台向各国展示文化特色与国家形

象。通过中国和江南文化表征的集合展示中国厚重的

文化底蕴、杭州独特的灵秀特质和包容。文化表征不

仅引发情感共鸣，也构建和塑造了积极、开放和真实、

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植入国际公众的心智而获得深

度认同。

（二）作为国家形象的价值解读

国家形象的研究包括国家形象的影响与因素、塑

造与提升、设计与传播等，不仅是一个理论研究课题，

也是一个实践性强的工作领域。中国国家的发展正逐

步谋求从量的积聚转向质的进步，如何通过核心价值

建设使国家和公民理性地看待发展、对待现实中出现

的问题，使国家形象得到国内社会更为广泛的认同？

其一，文化叙事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

新塑造。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遗产，深入挖

掘文化根基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助力国家形象

提升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涉及到如何有效地向世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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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还包括如何在全球范围

内获得理解和认可。作为国际性体育赛事，亚运美学

在全球视野下是一种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具有广泛影

响力和独特价值的美学体系, 中国文化叙事是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重要契机。第 19届亚运会通过深入挖掘

和运用本土文化进行创新挖掘和现代转化，在赛事策

划和举办过程中，通过文化叙事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

底蕴、反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

精神追求。通过文化叙事和美学塑造，寻求最大公约

数和最大的同心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让世界更好

地认识和理解中国。

其二，文化叙事有助于增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文

化传播。文化叙事的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结合的多维

形式成为提升国家形象价值的有效途径。一个国家积

极开展国际性的文化交流，通过开展国家会议、国际赛

事、文化年、国际艺术展览、国际文化展演等文化交流

的平台，提升世界高度的互联互通。第19届亚运会的

赛事期间，在亚运村的文化屋通过传统服饰、表演艺

术、东方美食设计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促进

文化的多元互动。以文化叙事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将中

国文化包容四海、兼纳百川的气度推向世界，这是文化

对话与观念互通、内容叙事与情感共鸣的相互结合，提

升中国国家形象价值。

二、亚运美学的国家形象自塑：身份认同建构

与设计语境锚定

身份认同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基石，是一个国

家通过挖掘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身份”

的英文是“identity”，含有“身份”“识别”和“认同”之

意。“‘身份’是一种对自我主体性的追问，即回答‘我是

谁’的问题；‘认同’则是基于某种同一性产生的情感认

知。在全球社会中，一国如果能清晰地定义自我，即回

答‘我是谁’，不仅对内能够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

也能区别于他者彰显自身独特性，成为民族国家建立

身份认同与他者想象的重要参照。[5]”这包括了对国

家历史、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以及在全球化背

景下的自我定位和角色扮演。身份认同建构的成功与

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声誉和外交关系。

“在跨文化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主动的以本国为传播主体的自我形象的塑

造；另一种是国家形象被动地被他国塑造。[6]”国家形

象的自塑是多维度的，可以通过文化维度的视觉符号、

价值内涵、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等展示国家形象，通过

艺术、文化、设计等方式，塑造具有美感和吸引力的国

家形象。亚运美学的国家形象自塑则更加强调国家形

象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价值，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

官，加深国际社会对国家的正面印象。以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涵逻辑与价值理念，突破西方的话语围猎，营造

有利的国际传播。诚然，国家形象是一种无形资产，其

塑造和传播不仅仅是对外展示的方式，更是国家综合

实力和文化自信的体现。通过认同建构和国家形象自

塑，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国家形象营造

良好的国家声誉。

（一）原型唤醒：亚运美学设计价值的表达

原型唤醒源自卡尔·容格（Carl Jung）的“原型论”

美学理论（1919）。容格在其《本能与无意识》中提出了

“原型”概念，指出“本能与原型同样出自集体无意识”[7]。

原型，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潜藏在

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或模式，“是一种发端于

人类祖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

聚物。[7]”它能够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原型”是

集体潜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象征物或象征行为

显现，反映了人类共有的基本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

原型唤醒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它涉及到个体心理、道德教育、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

美学是亚运会成功筹办的重要推动力量，亚运美

学是社会公众、参赛选手和国际来宾了解举办城市文

化、中国文化及其亚洲文化最直观的来源。在亚运美

学设计实践中的原型唤醒的表达可通过设计唤起人们

对某种原型的共鸣和联想，是基于人类过去的经验、智

慧和文化传统的深层次文化和精神层面。

其一，普遍价值的“原型”文化激活与情感唤起。

在亚运美学中，原型唤醒能够挖掘出人类共有的文化

记忆和情感共鸣。通过第 19届亚洲运动会的国际化

平台，将杭州的文化特色与现代美学理念相结合，向世

界展示独特的文化魅力。“原型”文化激活人们共有的

文化记忆。杭州作为亚运会的举办地，有着丰富的文

化底蕴，其“原型”文化包含着江南文化的西湖文化、丝

绸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记忆的一

部分。让杭州的“原型”文化激活，显现出江南山水城

市诗性的韵味和美感。例如，第19届亚洲运动会的标

志和开幕式设计，皆以“潮”为设计意向。标志“潮涌”，

以钱江潮头表达“九域同燃亚运情，钱塘起舞共潮生”

的奥林匹克精神和时代气息。开幕式以“潮起亚细亚”

为主题，将钱塘江潮这一自然现象融入其中，以“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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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浙江地域特色，将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鱼鳞潮等

不同形态的潮水涨落、更迭；以自然之潮、国风之潮、运

动之潮、科技之潮、数字之潮等展现“水浪之潮”“体育

之潮”“时代之潮”的蓬勃景象。这背后蕴含着生生不

息的自然律动的“原型”文化，与亚洲文化中对自然力

量的尊崇和敬畏相契合。当这种“原型”文化在亚运会

开幕式中被运用时，江南山水城市诗性的韵味和美感

唤起人们对美好、诗意生活的向往之情（见图 1~2）。

虽然这种情感是跨越国界，无论是国内观众还是国际

观众是有文化差异的，但都因为对“潮”这一元素所潜

在的文化认知而唤起情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限于特

定的文化群体，而是跨越文化和地理界限，触及更广泛

的受众。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中蕴含的亚运美学

价值，包括中国文化的展示和体育精神的表达等。通

过将这样的“原型”文化唤醒并融入亚运会开幕式的美

学设计中，将亚洲文化中的自然观等内涵展示给世界，

丰富了亚运美学的文化深度和广度。它不仅仅体现文

化和精神的传递，也触及人类共同的文化根基，从而唤

起情感共鸣。

其二，国家形象的“原型”身份复苏与认同建构。

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活化设计与传播并非易

事。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

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均衡。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也

使其传播与认同变得复杂。尽管各国文化存在差异，

但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文化原型上有相似性，可以找到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点。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

的设计就是以“水”为串联，利用原型唤醒来表达多维

度的奥林匹克精神，传达坚韧、奋斗等普遍价值。在中

国文化中，“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原型”意义的元

素，水是灵性和柔性的情感象征，无论是水墨画中的水

景，还是江南的烟雨，水都被描绘成一种充满美感和诗

意的存在。这种美感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深入到心

灵层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和对宁静生活

的向往。水也是动态美的力量传达，水的力量不仅仅

体现在其物理属性上，更象征着运动、前行的动力。亚

运会开幕式的迎宾表演，以“水”文化展现中国良渚古

城水利系统的中华民族智慧。开幕式展演上篇《国风

雅韵》的“水”，是水墨入诗画的宋韵画卷，以东方美学

诗境与国际视野画境的交融图景。中篇《钱塘潮涌》的

“水”演绎为潮起之江的动感浪花，以中国风范、亚洲情

怀和世界对话的交相辉映，展现出弄潮儿“力与美”的

飒爽英姿与拼搏精神。下篇《携手同行》的“水”是生态

文明的绿水青山，寓意着中国与亚洲各国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水作为一种自然“原型”元素，跨越国

界，连接着不同的文明和民族，它不仅是地理上的链

接，更是文化和情感上的纽带（见图 3~4）。这种融合

图1 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以“潮起亚细亚”为主题 图2 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自然之潮的涨落，

实现人与潮、力与美的双向奔赴

图4 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数字人踏浪而来图3 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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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深邃表达的亚运美学，蕴含着丰厚的江

南意蕴、鲜明的中国叙事表达，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大气

与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进而获得中国形象的“我者”

文化身份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二）设计语境锚定：亚运美学形象的自塑

设计语境锚定基于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各种文化符

号、行为和表述的定位和指向，如同一个指南针，通过

确定叙事所处的语境，如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

等，来明确文化符号的正确意义，从而准确地传达国家

形象。国家的历史文化元素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赋予不

同的意义。通过设计语境锚定，可以将文化元素与特

定的国家形象联系起来，让国内外受众在特定语境中

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化元素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1. 亚运美学与设计理念融合：核心图形的视觉语境

亚运美学的精髓是尽善尽意的东方之美的追求。

第 19届亚洲运动会设计中的美学价值是亚运形象自

塑的核心。所谓东方之美，是在中国文化与美学精神

内核下，体现出中国的文化内蕴、杭州的地域特质，并

引发人们的心灵感知、视觉感受与空间体悟等形成的

五感联觉与身心认同。例如，亚运核心图形设计追求的

正是这种能够唤醒杭州“原型”的自然山水灵性与历史

人文的艺术智性的叙事，营造意境无穷的东方诗意美境。

其一，文化内涵的深厚性。丝语“原型”文化：杭州

是丝绸之乡，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代表着杭州的

精致、优雅和繁荣。亚运核心图形“润泽”的视觉形态

源于杭州丝绸文化。“润泽”图形展现了丝绸温润柔美、

飘逸灵动的神韵，这是对丝绸文化在视觉上的生动诠

释。线条的流畅性和柔和性如同丝绸在风中飘舞，对丝

绸质感的表现通过设计手法呈现，进而使人们感受到

杭州的丝绸文化以及杭州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杭韵“原型”特征：亚运核心图形“润泽”中的五条

线分别代表东方人文的丝蕴之线、自然灵韵的水意之

线、品质生活的生态之线、智慧网云的科技之线、亚运

力量的运动之线，这五条线是代表杭州亚运的五个特

质。整个图形从左到右呈现从“幽”到“放”的丝韵轻

舞、绸带飞扬的姿态。图形高低起伏、起承转合的三个

部分，分别代表杭州西湖之水的灵韵、钱塘之水的澎湃

和运河之水的绵长，这是对杭州独特的“原型”文化的

诠释，是“润泽”山水的表达；图形中心的部分包含杭州

的人文，体现了“温润万方、泽被天下”的气韵与胸襟，

展示了“润泽”文化的表达；图形涵盖了杭州的自然、生

态、人文、科技和体育等多个方面，是杭州地域“原型”

文化的综合体现，彰显了“润泽”气象[8]。通过这样的

设计，“润泽”成为杭韵“原型”特征的一个视觉符号，向

世界展示了杭州的独特魅力（见图5）。

其二，视觉语汇的独特性。复合图形构建：亚运核

心图形“润泽”是一个视觉构成独特的复合图形，包含

手绘勾勒和电脑矢量的设计，元素表达采取了点、线、

面的多种方式，使图形既有手绘的艺术感和生动性，又

有电脑设计的精确性和现代感。手绘的部分为体现一

些不规则的线条和独特的笔触效果来传达出一种自

然、随性的感觉；电脑设计部分则确保核心图形在不同

媒介上的精准性和规范性。点作为细节的点缀，线勾

勒出形状和动态，面则形成图形的主体部分，点、线、面

元素的综合运用与相互配合构建出“润泽”的丰富性和

层次感的视觉形象。

动态与静态融合：“润泽”的图形设计融合了动态

与静态表现。例如，在核心图形发布视频中，以古韵与

现代结合的原创音乐，配合了古琴弹拨、水滴、鼓声等

音乐特效，鼓点与形色动态契合，从静到动的律动，逐

图5 第19届亚运会核心图形意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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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把核心图形的创意叙事和音乐声效等推向高潮。这

种动态的展示方式与静态的图形设计相结合，使“润

泽”图形更加生动、鲜活。在静态时，图形本身以丰富的

视觉元素呈现文化内涵；而在动态展示时，水彩的肆意潇

洒被赋予了运动生命，传达出图形所蕴含的亚运精神。

其三，设计语意的灵动性。水彩意象运用：“润泽”

图形中的水彩元素是灵动性的语意表现。笔者提炼出

四笔水彩作为核心图形中的局部运用。水彩的运用符

合杭州丹青彩墨的温润意象，也迎合水意杭州的氤氲

意境。水彩在不同的纸张媒介上很大的变化性，似山

似水地呈现出丰富的视觉肌理与酣畅淋漓的质感，跃

然于纸张上的水彩元素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

韵，为“润泽”图形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水彩

元素的运用也使图形在色彩和质感上更加柔和、自然，

与丝绸文化所传达出的温润细腻形成对比。

点彩视效设计：“润泽”图形中特别设计了“点彩”

视效，这是不同于历届奥运和亚运会核心图形的创新

之处。无数的彩色像素点在视觉中叠加，跳脱出美好

的形色相融，呈现出“让色彩唱歌”的新生命。尤其在

环境空间运用中，原色的圆点和色彩会呈现叠合效

果。这种点彩视效的设计运用，不仅增加了图形的视

觉趣味性和现代感，还能更好地体现杭州作为互联网

之都的科技感，体现智慧网云的概念。虽然对点彩效

果的使用有取舍、主次和比例，但它仍然是“润泽”图形

中一个极具创新性的设计元素（见图6~8）。

主题字体点睛：“润泽”的主题文字既是书法，也是

设计。字形是由笔者根据汉隶意象的书法形态而设计

的字形。保留中国汉隶书法“蚕头燕尾、清劲秀雅”的

独特特征，以汉隶的浑穆古拙和古雅秀逸，在奇古与流

丽之中透着端庄与静穆之美。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平

衡，使亚运美学形象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符合现

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色彩融合亚运主题色彩，由虹韵紫

渐变为水墨黑色，让“润泽”主题以一种柔和、细腻的润

物细无声，晕染出主题字体的光晕和质感，也是一种墨韵

之内蕴，具有飘逸多姿、纵横跌宕的超然且峻逸的神采。

2. 多元形象的多维协同构建：东方诗意的形象景观系统

设计语境锚定通过明确视觉传播语境，更好地理

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和意义，避免和减少因文化差

异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误读。亚运美学在国际化视野

下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元素，涵盖了视觉美、文化美

和功能美等多个层面传达国家形象身份认同。

亚运美学概念的提出和设计实践，是构建富有“东

方诗意 中国窗口”的形象景观系统。例如，杭州亚运

会核心图形“润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寓意，结合色彩

系统“淡妆浓抹”的设计在亚运的各个场景中广泛应

用，从场馆氛围布置到宣传物料运用，从赛场端到城市

端，都成为亚运美学价值表达的重要载体组成。以亚

运核心图形设计为“链接器”，将视觉元素整合而形成

合力的系列图形演绎，使形象景观的塑造和传播更为

集中而有力，旨在创造亚运会独特、完整且具有整体

“和合”境界的以视觉形象为目标的设计系统[8]。将具

有东方诗意的亚运图形、色彩等视觉元素组构为整合

的规范形式，将杭州的自然山水和典型文化融入核心

图形与色彩系统“淡妆浓抹”的设计中，在赛场内外、城

市入口、门户等布置（见图 9~10），使整个亚运会呈现

独特的东方之美，体现在亚运美学元素与现代设计理

念完美融合的形象自塑中。这种东方特色的形象景观

系统与西方文化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中国文化

的独特性，进而在国际社会中构建起中国作为东方文

化代表的国家形象。

3. 数字技术与亚运美学融合:开创新局的智能科技运用

亚运美学传达不仅仅是传统的视觉和文化展示，

而且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在不

断演变，从传统的“读图时代”到现代的“读屏时代”，这

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也对大型活

动的形象景观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第 19届亚洲运

动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体育盛事，引入智能科技和创

新设计，极大地丰富了其形象景观系统的延展性。在

构建多元形象时，也从不同思维方式所对应的知识领

域进行整合。

从科学技术角度，融入最新的数字技术成果；在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将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科

技与艺术实现东方美学和西方艺术的完美融合。借助

高科技以裸眼3D视效与虚拟影像的结合，采用飞奔的

数字人点燃主火炬；采取虚拟电子烟花照亮夜空，传达

绿色亚运理念。通过运用高科技、智能化或声光电、人

工智能等科技模块介入，创造了一系列交互体验公共

艺术景观。这种融合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亚运美学中

的文化美和视觉美。赛场中应用的四足机器人“导盲

犬”，通过激光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获取环境信息；利

用地图构建和定位算法，并通过语音交互设备提醒用

户避障，确保用户安全。在亚运村和媒体村还展示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AR智能巴士，不仅让乘客享受

到L4级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安全高效，车内大屏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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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杭州的历史文化元素与现实景象叠加，让乘客在现

实与虚拟之间感受更多乐趣。

从设计人文方面，融入了杭州的历史文化、诗词文

化，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根据具体的形象目标构建开

发。将良渚文化中的玉鸟穿越五千年“飞”到开幕式现

场，集中体现了东方人文风采，彰显了体育和人文、艺

术、设计融合的别样精彩。杭州亚运会主题展借助

VR等技术为观众提供虚拟现实的亚运美学体验。通

过打造虚拟的亚运场馆参观体验，让受众可以在虚拟

环境中近距离欣赏场馆的建筑美学、内部装饰等。提

供虚拟的亚运文化展览，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亚

运美学中的文化元素，如欣赏亚运文物、了解亚运历史

文化等。

三、结语

亚运美学的国家形象设计，反映在国际重大体育

赛事相关的专业管理、系统设计和品牌运营方面，利用

数字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场景与现代的舞台艺术相结

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娓

娓道来”一个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文化交融的宏大叙

事，向世界呈现了一场精妙绝伦的亚运美学盛宴，这正

是基于国家形象的身份认同建构与亚运美学的设计语

境锚定。

（下转第46页）

图7 第19届亚运会核心

图形点彩运用视觉效果之一

图8 第19届亚运会核心

图形点彩运用视觉效果之二

图9 第19届亚运会媒体

中心形象景观

图10 第19届亚运会网球

赛场形象景观

图6 第19届亚运会核心图形点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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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亚运时代”的时间维度里，“亚运美学”将作

为一种珍贵的艺术、文化和精神遗产继续传承和发扬，

通过符号化叙事，进一步提炼亚运美学的符号语义，推

动中国江南文化走向世界；通过多主体共创，进一步创

新亚运美学的话语体系，表达亚洲人民“美”的追求和

共同心声；通过品牌化传播，进一步拓宽亚运美学的应

用场景，助力打造“国际赛会之城”城市品牌。让追求

卓越的竞技魅力、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多元包容的人

文精神、欢乐共聚的美好图景，历经时空变迁和代际传

递而依旧熠熠生辉，从而迈向“体育创造美好的世界”

之终极目标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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