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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武汉国际渡江节体育赛事品牌形象视觉设计的角度研究城市形象设计。方法方法 引入武

汉国际渡江节的由来和体育赛事品牌塑造城市形象的基本概念，对国际和国内体育赛事品牌形象进

行视觉趋势研究，并结合武汉国际渡江节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塑造案例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体育赛事品牌

形象塑造已成为向世界传递城市形象、文化与人文理念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体育赛事品牌；视觉设计；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J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5）06-0029-03

The City Image of Sports Brand of Wuhan International River Crossing
Section

TU Zhi-chu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City image design i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nd image visual design of sports brand of Wuhan

international river crossing section. The origin of the Wuhan international crossing section 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city

image built by sports brand are introduced. The visual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ports brand image is studied，

combined with Wuhan international river crossing section sports brand image-building cases is analyzed. Sports brand

image has become a important way to transfer city image，culture and humanistic idea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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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始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普及壮大，随着国际交往

越来越频繁，体育事业的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社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城市经济、文化交流的

重要途径[1]。武汉是一座拥有3500多年历史、两江交

汇的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武汉国际渡江节作为

一项具有长江水域文化特征的体育运动赛事得以蓬

勃发展。

1 武汉国际渡江节的由来

长江，作为华夏第一大河，横渡长江具有非凡的意

义。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横渡长江活动，历史悠

久。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多次在武汉畅游长江，特别是

1956年，在畅游长江之后毛泽东主席写下著名诗词《水

调歌头·游泳》，由此横渡长江闻名于世，成为脍炙人口

的佳话。1956-1966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

12 次，从此武汉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渡江活动。

1956-1992年，武汉共举办了26届渡江活动。1993年，

武汉首次举办国际渡江节，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选

手参加。1996年8月31日，武汉举办第30届渡江活

动，此后，因汛期抗洪抢险任务重，渡江活动中断了4

年，2001年恢复举办渡江节，直到2010年才恢复“7·16”

这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武汉国际渡江节[2]。今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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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湖北

省体育局、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武汉国际渡江

节已成为展现武汉城市形象、武汉地域文化、长江水域

文化与体育竞技文化的重大体育赛事品牌。

2 体育赛事品牌塑造城市形象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面貌正在发

生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和重视自身形

象塑造，城市形象的构建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3]。体育

赛事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可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主

办城市的市容市貌、文化与人文精神，城市的形象和影

响力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体育赛事品牌对

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提升作用尤为明显。体育赛事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可为主办城市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无

形价值，从而成为推进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加

速器”，也是城市展示自身形象、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

影响力的绝佳平台。通过体育赛事品牌视觉设计，将举

办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与体育赛事的特征、个性与品味相

融合，所产生和传达的品牌价值，远远超过体育赛事所

创造的物质价值[4]。伴随着2004年的希腊雅典奥运会、

2008年的中国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中国广州亚运会、

2012年的英国伦敦奥运会和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

的举办，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发展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和水平。全方位构建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已成

为塑造和提升主办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

的一把利器[5]。

3 国际体育赛事品牌形象趋势研究

体育赛事品牌形象主要包括会徽、核心图形、吉

祥物、VIS视觉识别系统和景观系统等。2004年的希

腊雅典奥运会以“文化奥运”为主办理念，围绕文化发

源“回到故乡，共享希腊文明和奥林匹克文化”这一主

题进行雅典奥运会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第一次运用

来源于希腊自然地貌、自然环境以及日常生活所常见

的形态、运动形象，以古希腊石头上所刻的文字、波浪

和大地的图案等基本元素进行核心图形设计[6]。雅典

奥运会视觉形象见图1（图片摘自搜狐网）。

从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从具象写实、摄影

招贴到几何图案与色彩结合的简洁搭配，再到抽象写

意与当下流行的数字化趋势结合，奥运会视觉形象经

历了跨越式的革新。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核心

图形设计源于俄罗斯传统艺术和手工艺符号，融合了

鲜明的色彩和花纹的拼布缝缀图案。核心图形是一

幅“拼布被”，集中展示了俄罗斯最知名的16 种传统艺

术与手工艺品，从俄罗斯套娃到格舍尔陶艺无所不

包，并以菱形拼贴的方式进行视觉交叉融合，将俄罗

斯传统艺术与文化元素重塑得充满了时尚感。索契

冬奥会视觉形象见图2（图片摘自包联网）。

通过研究发现，国际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发展趋势

如下：（1）重视核心图形符号设计；（2）核心图形符号

以几何形分割排列为主；（3）核心图形符号以本地区

城市特色文化符号为代表，识别性强；（4）色彩上以

红、黄、蓝为基准色延展；（5）品牌形象应用上顺应时

代发展，注重数字化和动态化。

4 国内体育赛事品牌形象趋势研究

国内体育赛事品牌形象的塑造起源于1990年的

北京亚运会。2008年，在中国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的

构建上以中国元素来感受中国文化风情，感知北京。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就是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

的完美结合[7]。北京奥运标志为中国印，吉祥物为福

娃，核心图形源于中国传统符号祥云的核心延展图

形。借助北京奥运会向世界人民展示出一个和谐中

国、文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见图

3（图片摘自互动百科）。2010年，中国广州亚运会核

心图形设计运用毛笔勾勒火的图案，使用“数码点”时

尚设计语言，创造了传统书法的一种新式表现手法，

形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交汇。广州亚运会视

觉形象见图4（图片摘自AD110网）。

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大型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发展

趋势如下：（1）核心图形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现

代科技的融合；（2）品牌形象色彩的提炼充分考虑地

域性及城市特点；（3）品牌形象应用注重创新性；（4）

品牌形象考虑在各种环境中应用的延伸性。

图1 雅典奥运会视觉形象

Fig.1 Visual image of the

Athens Olympic Games

图2 索契冬奥会视觉形象

Fig.2 Visual image of the

Sochi Winter Olympics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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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汉国际渡江节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塑造案

例分析

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

会、湖北省体育局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武汉

国际渡江节已成功举办了41届，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型体育赛事品牌。笔者有幸

作为武汉国际渡江节体育赛事品牌形象VIS视觉识别

系统设计研究课题项目组成员全程参与其中。结合对

国际和国内大型体育赛事品牌形象趋势的深入研究，

在彰显“挑战人生，搏击长江”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

楚天舒”的精神指引下，通过视觉形象全面提升武汉国

际渡江节的品牌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体

育赛事品牌形象，塑造武汉城市形象。

武汉国际渡江节会徽以武汉首字母“W”为设计

元素创意构成，字与形结合融为一体，简洁鲜明的形

象表达武汉国际渡江节。会徽的主体是3个（寓意群

体）游泳健儿的抽象形，体现横渡长江的群体体育活

动；他们激情满怀的畅游，形态生动，色彩丰富，表现

横渡长江的节日盛会特色，亦体现武汉渡江活动的国

际体育赛事特点。游泳健儿抽象形的组合融为一个

完整的“W”字形，形与字的有机结合，英文"WUHAN"

和具有历史意义的“7·16”形象鲜明准确地体现武汉

国际渡江节的特定内涵，突出展现武汉城市地域文

化、长江水域文化与体育竞技文化结合所带来的冲击

与深远意义。吉祥物设计以长江流域所特有的一级

珍稀保护动物中华鲟为造型原型进行拟人化卡通处

理，取名“江江”，意寓武汉由“长江”和“汉江”两江交

汇形成的地域特征，蕴含着“江城”、“横渡长江”等武

汉国际渡江节的重要元素符号；中华鲟的卡通造型更

能唤起人们关爱自然、注重生态环保的意识。武汉国

际渡江节核心图形的设计上，采用横跨长江两岸的武

汉城市标志性符号黄鹤楼和龟山电视塔为基础图案，

结合“江城武汉、文化武汉、生态武汉、渡江武汉”的核

心创作理念，采用时尚的数字化三角图形拼贴而成，

具有典型的信息化时代元素创作特征，赋予武汉国际

渡江节体育赛事品牌形象鲜活的生命力，充分展现出

武汉的巨大活力。武汉国际渡江节视觉形象设计见

图5。

6 结语

作为体现当今城市软实力的一个载体，城市形象

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人文精

神和城市景观风貌的综合反映，对城市的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8]。体育赛事品牌形象

的建设不单单是一个标志和一个核心图形，而是作为

长期的系统的品牌文化战略；将主办城市丰富的经

济、人文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将体育活动中体现

的体育运动精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融入品牌形象

塑造中，实现体育文化、品牌文化、城市文化三者的有

机结合，提升体育赛事品牌价值，并最终形成主办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

体育赛事品牌形象已成为向世界传递城市文化

与人文理念的重要途径。优秀的体育赛事品牌形象

能够让体育赋予情感，让品牌赋有内涵，增加文化，增

加价值。利用体育赛事品牌所特有的情感，在设计中

赋予体育赛事品牌特有的城市文化理念，打造体育赛

事独一无二的品牌形象，塑造主办城市良好的城市品

牌形象，对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9]。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赛事品牌形象的塑

造，必将让主办城市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展示其无穷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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