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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总结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会徽设计的创意表现，使设计师能更准确地表

达残运会的理念和主题，让其会徽设计更具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涵。方法 研究残运会会徽设计需要遵循

的特征与原则，并结合本人摘冠的全国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会徽设计心得，对其设

计的构思出发点、创意方式、图形表现、色彩运用进行解析，归纳残运会会徽设计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结论 随着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残运会会徽设计也成为我国设计师的重要课题。追寻残运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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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reative expression of the emblem design of the Tenth Na-
tional Paralympic Games and the Seventh Special Olympics, so that designers can express the idea and theme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more accurately, and make the emblem design have more social value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emblem design to be followed, and combined 
with my experience in winning the design of the emblem of the Tenth National Paralympic Games and the Seventh Special 
Olympics, its design ideas, creative way, graphics and color application were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 uniqueness and 
innovativeness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emblem design.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the design of the emblem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designers in China, in pursuit of 
the artistic law of the design of the emblem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advocating the spirit of self-reliance in sports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concepts, and fully reflecting our humanistic care spirit and the eternal theme of worl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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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与常规运动会并不相同，

其具有复杂特殊的意义[1]。它所要宣扬的精神理念不

仅是体育运动追求的竞技精神、文化理念、和平理念，

而且还要传播自立自强的意志品质和人文关怀。这些

精神理念较为抽象，想要转变成可以准确传达且极具

识别性的图形符号，其难度可见一斑。 
从各个地区的残运会到国际上的残奥会，其数量

及影响力日益彰显，这使得残运会会徽设计的社会价

值愈发得到重视。残运会会徽设计以其简洁的图形、

鲜明的色彩来传达运动会的主题精神，跨越地域和民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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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极大地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2]，同时，它带

来的经济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残运会逐步商业化，

使得会徽设计的衍生品获取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为残

运会的举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会徽设计是时

代、文化、艺术三者结合的产物，它始终走在设计的

前端，影响和引导着其他设计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社

会价值。 

1  残运会暨特奥会会徽设计的特征与原则 

1.1  承前启后的残运会——传承性原则 

体育赛事的图形标志可以跨越时间、空间、民族，

打破言语的隔阂，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3]。就残运会

暨特奥会会徽设计而言，它是核心和灵魂也是运动会

内涵和形象高度浓缩的载体。它不单单要表现体育运

动，更是体现举办方对文化艺术的承载和传播，历届

残运会会徽设计都传承了这一原则。使用传统图案进

行设计也是残运会会徽设计中常用的方法。从传统图

案中汲取养分，借鉴传统图案进行创新，不仅追求形

式美，更是对深层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同时引发人们

对主题内容的想象和情感共鸣，深化传统元素所蕴涵

的主题。比如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会徽设计传承了我

国深厚的书法文化底蕴；再如 2016 年里约残奥会将

三人手臂相连组成了橙色“心”形会徽， 在继承了

原有设计的力量性、多样性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增

加了残奥会的精神价值，即勇气、决心、和平等内涵。 

1.2  文化交融的残运会——地域与民族性原则 

所谓地域性指的是不同地域的人由于生存环境、地

理气候、宗教思想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民族性格。会徽

设计要依照不同族群的审美差异和观念体系等，将其

审美心理转化到视图设计中[4]。由于残运会的举办具

有周期性，每次的举办都能够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

益和社会价值，通过举办体育赛事也是向人们展示出

该地区的体育发展与成就，达到宣传举办地的经济政

治和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会徽设计线条不仅是静态

的呈现，而且更多地使用动态延伸，体现设计的灵活

性和延展性，整体造型呈现圆形，符合国人的审美习

惯。比如 2007 年云南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中的

会徽设计以手语“7”和“盛开的茶花”为元素进行

设计，茶花元素形象地表明了举办地昆明“花城”、“春

城”的地域特征，会徽采用少数民族常用的鲜艳色彩

来呈现渐变效果，诠释了该地区民族聚集、文化交融

的地域特色。再如 2018 年平昌冬季残奥会使用了韩

国文字“冰”和”雪”作为会徽的元素，以此来传播

韩国文化。 

1.3  与时俱进的残运会——创新与艺术性原则 

设计不同体育赛事的会徽需要与时俱进、注重创

新、独树一帜，即要塑造鲜明形象追求时代性，同时

注重会徽设计的艺术审美性[5]。纵观残运会暨特奥会

的会徽设计历程，无不是在体现通俗性、通用性、信

息性基础上，把创新性、时代性、艺术性提高到更高

层次。在此次进行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

特奥会会徽设计时，笔者摈弃了常规会徽设计中具象

的残疾人与轮椅结合的简单形式，将创新性作为设计

的开端，把具象的图形用抽象的方式变现，利用同构

的组合方式，再采用球形渐变的润色手法，展现出积

极拥抱明天的残疾人形象，同时利用极具动感的线条

和鲜明的色彩表现形式，旨在设计出更具现代感和艺

术性的优秀作品。 

2  残运会暨特奥会会徽设计的创意与方法 

2.1  会徽设计的构思出发点 

优秀的残运会会徽设计，构思的出发点至关重

要，构思点源于经验的累加，其本质为创新变化。在

遵循会徽设计的特征与原则的基础上，从寓意、图形、

色彩等方面着手进行构思。残运会会徽的设计中有绝

大比例是采用运动中的残疾人形象来进行的。一方

面，在运动会中残疾人作为主体，其形态的塑造是不

可避免的；其次是将残疾人运动的形象作为会徽设计

的部分也是以人为本精神理念的体现，是对于残疾人

奋勇拼搏、勇往直前的认可与鼓励。此外火炬、器械

等简单元素的加入使得会徽设计更直观和富有内涵，更

容易传达残运会的精神和理念。数字造型的使用也能

更加明确地表达大赛的届数，具有很强的识别性。例

如中标的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徽设

计见图 1，从寓意出发把顽强拼搏的运动员、数字 10
和 7、残疾人轮椅、熊熊燃烧的火焰等元素组合在一

起，准确地传达了运动会的精神内涵，恰当地传承了

残运会所要宣扬的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拼博、乐观

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和“更快、更高、更强” 
 

 
 

图 1  会徽设计 
Fig.1  Embl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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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林匹克精神。再有，设计出发点必须要融入举办

地的地域风貌与特征，此次大赛是在天津举办的，笔

者设计的会徽整体图形效果还呈现了举办方天津市

市花月季的形象，极具地域性和标识性。最后从色彩

上联想，对比图形，色彩更能引人无限遐想。色彩上

的构思首先要有视觉冲击力，能够产生欢快、兴奋、张

扬的感觉，并且在色彩表现形式上也要进行突破。此

次会徽设计色彩选用红、黄、蓝三色渐变搭配的方式，

既利用了三原色的完美组合，又丰富了内涵。 

2.2  会徽设计的创意方式 

纵观历届优秀体育赛事的会徽设计，不难发现它

们常采用意象构成的方式。此次残运会暨特奥会的会

徽 设 计 也 是 通 过 寻 找 符 合 主 题 的 客 观 物 象 来 表 达

“意”，即表达对残运会的礼赞，对拼搏精神的颂扬
[6]。意象构成的创意方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物

象共生，即通过正负形的创意法则，使会徽设计可以

做到图底反转，图底都独立成形，传达残运会的不同

信息，正负形相辅相成，是对多个物象的合理提炼。此

次会徽设计的正形为人、火炬和数字，负形是月季花

和“OK”，正负形意象构成设计精妙而精准。第二类

是不同性质物象的同构整合，在遵循秩序美的原则下

把握好物象结合点，控制好主次形态的比重，构成综

合形象。比如会徽的左半边设计是运动员形态，下半

部也是数字 7；右半边设计既可看成是数字 10，又能

作为火焰，同时也是轮椅的形态。第三类是将单一物

象进行提炼，通过选取与会徽内涵一致的物象进行处

理，旨在把握残运会中的精神气质，强化形象特征，以

简单鲜明的特征来概括残运会的内容。将其融入会徽

设计中，使用这一创意方式设计出的会徽具有易识

别、大众化的特征，同时这种设计的表现也较为自由、

个性、明快。第四类是利用文字进行变形，将其内涵

具象化呈现，让信息的传达更加直观并富有内涵。除

了会徽设计中的文字及数字的变形要切合寓意外，中

英文全称的字体选择也要进行整体配合设计。大型体

育赛事的广普性决定了文字的使用既要符合不同人

的审美差异，又要符合自身的设计体系，只有这样这

样才能呈现出完整而更深层次的含义。 

2.3  会徽设计的图形表现 

图形的表现方式有多种多样，首先线具有很强的

方向性、延展性和流动性[7]，在体育赛事的会徽设计

中，线构成的会徽设计往往具有极强的动态感与速度

感，延展的线条具有无限的张力。在进行此次会徽设

计时，笔者将会徽中所有线条都进行了粗细的变化，展

现出了方向性、运动性和时代性。其次标志设计利用

块面给人以体量感[8]，同时易于图底反转、共用、简

化等构成法则的使用。此次会徽设计中也呈现出了左

右块面布局，其之间比例的分割变化体现出了会徽设

计的秩序美。线与面的虚实变化及组合搭配既富有层

次感，又不失视觉冲击力。 
此外，近年来体育赛事的会徽设计中也会出现一

些追求艺术性的装饰绘画表达，这种方式设计的会徽

给人传达出轻松愉悦的精神理念。它的主要特征是丰

富绚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此次残运会暨特奥会会

徽设计中笔者采用了鲜艳的红、黄、蓝色再搭配上舞

动的线条，给整个设计赋予了强烈的装饰感。 
再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的全球化，体育赛

事的会徽设计也从平面逐渐走向立体[9]，利用图形的

透视、错位、叠加，更具空间感和层次感。在笔者进

行残运会会徽设计时也做此考虑，该会徽设计线条不

仅是静态的呈现，而且更多地使用了动态延伸，体现

了设计的灵活性和延展性，整体造型呈现圆形，符合

国人的审美习惯，同时通过球形的色彩渐变力求设计

出更现代化、立体、具有时代感的会徽作品。 

2.4  会徽设计的色彩运用 

国际体育赛事的会徽设计由于受众杂、地域广、

民族性强，所以会徽在设计时常受到举办地色彩喜好

的影响[10]，要想准确把握色彩运用的特点，就要针对

不同地区色彩的使用习惯来进行设计。通过对往届会

徽的分析不难发现，大多数会徽设计采用强对比、高

纯度、高明度的色彩来进行设计，奥运的“五色论”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同时红、黄、蓝三原色组合

也较为多见。再有就是用色必吉祥，我国残运会会徽

设计用色也极为看重色彩的象征意义，要赋予色彩深

刻的内涵。在这次会徽设计中，同样采用三原色的色

彩搭配，鲜艳醒目。红色象征着力量与激情和运动员

的拼搏精神，也体现出天津人的热情待客之道；黄色

代表收获，象征着阳光活力和胜利的奖牌；蓝色则代

表着梦想和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用色丰富多样，寓意

极为深刻。其次在色彩运用上，这几种颜色并不是满

色填充，而是采用球形渐变的润色手法，左面运动员

形态是由红黄蓝三色渐变，渐变角度为向右 60°，而

右边的火焰与数字 10 还有轮椅元素都是体现激情与

速度，因此采用黄与红的渐变，渐变角度为向左 60°，

两边渐变线组合呈现出向上的三角形，不但使会徽的

整体色彩效果富有层次感、立体感，而且体现出大赛

在圆满进行的同时不断向上向前发展的寓意。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和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残运会会徽设计也将成为我国设计师研究的

重要课题，对残运会会徽设计的艺术探寻将永无止

境。追寻残运会会徽设计的艺术规律是本论文的中

心，通过探寻残运会会徽设计需要遵循的特征与原

则，分析总结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会

徽设计的创意表现特点，使设计师能更准确地表达

残运会的理念和主题，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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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徽设计更具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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