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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兔年春节临近，央视春晚进入
倒计时。1月19日，绍兴籍设计师顾永
江忙着为部分春晚节目做艺术指导，为
其艺术风格、书法设计等环节把关。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
春节联欢晚会》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
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正
式发布官方标识和吉祥物形象“兔圆
圆”。2023春晚标识的主设计师，正是
43岁的顾永江。除了这个标识，中国探
月工程标识与中国行星探测工程标识也
出自顾永江之手，其书法手稿与设计作
品还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我想将中国书法和汉字融入更多
的设计中。”作为上海两顾茅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平面设
计师、书法家与水墨艺术家，顾永江一直
以来致力于书法和水墨创作，探索笔墨
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奋发的兔子亦字亦画

去年8月，顾永江接到央视春晚团
队的邀请，负责2023春晚主视觉标识的
设计，他激动又忐忑。

春节联欢晚会是国人一年到头最深
刻的记忆之一，应该设计怎样的标识，才
能更好地展现春晚的形象和气质呢？在
北京开会讨论结束后，坐上回程的高铁，
顾永江一路琢磨。

一张书案、一沓宣纸、一方砚台、
几支狼毫，顾永江在上海的工作室里
埋头创作。年份数字、生肖形象、动画
造型……围绕春晚特色，一个个不同角
度的“灵光”在他脑中闪现。4个月内，9
款不同风格的设计版本陆续诞生。

其中，一个金色标识吸引了众人的眼

球，踔厉奋发的新气象跃然纸上。“就是它
了！”大家异口同声——这个标识笔触飘逸
灵动，让大家看到一只丰神俊逸的兔子，奔
向美好未来，也一下子“蹦”进了众人心里。

亦字亦画的独特美感，是这个标识
的精妙之处。“这是一只奋发的兔子，有
力量感。我把书法、汉字作为创作核心
元素，再与图形组合。”顾永江介绍。

这个标识，由吉祥物“兔圆圆”奔跃
向上的姿态定格而来，同时又是书法草
书“卯”字的幻化变体——卯字如开门之
形，兔形跃动向上，卯兔跃开春门。整体
设计充满了踔厉奋发新征程的动势和力
道，将“奔跃向上的癸卯兔年”这一寓意
和祈望演绎得意蕴无穷。

好作品是需要不断打磨的。“兔子的
头部、后爪、身躯，我来来回回刷了有两
三百遍。”为了保证每一个角度的笔触流
畅，样稿定型后，精益求精的顾永江一遍
又一遍地精雕细琢，直至定稿。

为家乡设计形象标识

顾永江出生于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
道秦望村，从小酷爱书法。“中国书法，是
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在书法之乡长大
的顾永江更有理由用好这座“富矿”。书
法文化的浸润、名人先贤的感召，为他打
下了深厚的美学根基。

2022年中秋节，越城区“官宣”城市
形象标识。这个标识由顾永江设计。乍
一看，它整体就是一个黑色的“越”字。
仔细再看，可见“越城”两字。顾永江通
过像素点阵的设计手法将“越城”两字拆
解重组，再配以五彩的色块作点缀，以体
现城市人文、科技、生态等多元魅力。

一个城市形象标识，包罗了这座城

市的万千气象。跟随顾永江的讲解，记
者仿佛穿梭在越城，感受着白墙黛瓦、小
桥流水的韵味，以及芯片、医药等新兴产
业的科技活力……

一直以来，顾永江都有为家乡设计形
象标识的想法。“城市形象设计并不容易，越
城区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可以展现的东西
太多了。”顾永江思考，怎么把形象景观体系
化？用怎样的文化理念贯穿这个体系？

标识设计极致简约，却又凝聚着多
元意义。这考验着一个设计师的归纳融
汇能力和精准表达能力。

“好的设计作品历久弥新，经得起推
敲。”顾永江说。他在前期做了大量的文
化研究，还“闭关”数天，“啃”下了15本
越地文化的相关书籍。做足准备后，构
思逐渐了然于心，几十年的功夫聚向笔
端，标识设计一气呵成。

除了家乡的形象标识，顾永江还为
高中母校鲁迅中学设计了新校徽。为了
做好设计，顾永江熟读鲁迅全集，进一步
体悟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把对鲁迅精神
的理解融入创作。

汉字天生就是logo

“汉字本身就是最美的符号，天生就
是logo。”顾永江说，书法、汉字承载着深
厚的中国美学。作为设计者，他希望努力
将它们融入设计，激发传统文化的新活
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

互联网时代，键盘、屏幕很大程度上代
替了纸笔，书法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顾永
江决心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发展传统美学。

“当代书法创作既要有历史底蕴与
民族气质,又要紧随时代脉搏的跳动。”
从去年开始，他便和团队着手准备做字

库，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在电脑
上用到自己设计的字体。另外，他还在
尝试狂草雕塑等新探索，希望让优美的
书法笔触“活”起来。

2005年，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标识征
集活动启动。次年，顾永江在截稿日设
计出“月亮之上”——它从全国1000多
份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被确定为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标识。

这个标识以中国书法的笔触，抽象
地勾勒出一轮圆月：整体图形由一弧两
点巧妙地组成篆体“月”字。“两点”是一
双脚印，象征着月球探索工程的终极梦
想。篆体“月”字圆弧的起笔自然形成龙
头，象征中国航天如巨龙腾空而起。而
且，“月”字圆弧的起笔、折转和露锋正好
吻合登月的“绕、落、回”三部曲。

“一弧两点的写意探月太美了！中
国航天如巨龙急速腾空而起！”大众对

“月亮之上”的喜爱、积极评价超乎寻常。
中国书法从象形符号到篆、隶、楷、

行、草诸体，用笔、结构、造型等不断演
化……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标识设计
作品，逐步了解书法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这对顾永江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如
果我的设计能够吸引大众，唤起更多人
的文化自信，这比任何奖项都更有价值
和意义。”顾永江说。

今年元旦期间，“阳了”的顾永江依
旧忙碌。他和团队积极筹备“安昌国际
光影艺术季”。在开幕式上，顾永江动情
地说，要用艺术激活千年古镇。他告诉
记者，春节假期结束后，他将开展一些古
镇、乡村规划方面的考察，希望把中国美
学融入乡村，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题图为顾永江设计的中国月球探
测工程标识）

兔年央视春晚标识设计者、绍兴籍艺术家顾永江——

中国书法，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本报记者 王 佳

冬日清晨，龙泉市仙芝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仓库内热火朝天。货架前，工作
人员忙着给灵芝称重贴牌、装箱打包。仓
库外，一辆大货车缓缓停下，一批重达8
吨的灵芝产品，将从龙泉运往上海港，越
洋抵达日本大阪。

“这批销往日本的灵芝小朵带腿、浑
身圆整，含水量要求在13%以下。”对着
摄像头，公司负责人吴婷和姐姐吴红瑰
手持水分测定仪，逐箱仔细检测灵芝的
含水量。发货前，拍摄品质检测、装车发
货等视频给客户，已成为她们和客户多
年来形成的默契。

眼前的吴婷，头扎马尾辫，朴素却不
失干练。作为一位扎根乡村的90后大
学生，她将山野中的灵芝“搬”上互联网，
年均栽培椴木灵芝近10万棒，产品畅销
各地。

出门闯市场
成了大型供应商

吴婷的办公室就在仓库旁，办公室
里摆满了各类灵芝产品。

柜台上，几个造型各异的灵芝盆景引
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朵朵伞状的紫色灵芝
嫁接在木桩上，油光发亮、生动活泼。

“这些是我们之前自己设计制作的
盆景样品，摆在这里方便给客户现场展
示介绍。”见我们好奇，她耐心讲解起用
木桩嫁接灵芝的步骤。“制作灵芝盆景讲
究层次美，枝干要错落有致，叶片大小要
搭配匀称，嫁接的刀痕要严丝合缝。”

除了灵芝盆景，吴婷脑中还有很多奇
思妙想。她告诉我们，她打小就喜欢大自
然，在别的孩子吵着要玩具的年纪，大山里
的各类花草和中草药，是她天然的玩伴。

大学期间，食用菌栽培课成了她眼
中的“魔法课堂”。主攻生物技术与应用
专业的她，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类实
验——从菌株上提取出细胞体，放进装
有琼脂培养基的玻璃罐培养出完整菌
菇，便是其一。

满怀着对菌菇的兴趣，2010年大学
毕业后，吴婷从父亲手中接过家里的灵
芝事业，在浙闽赣食用菌交易中心开了
一家灵芝专卖店。在这间只有约10平
方米的店面里，吴婷每天忙着接待顾客、
销售产品，打包发货等。

“不能光在龙泉守株待兔，还要迈出
步子走出去闯市场。”吴婷说，2012年，
她下定决心和姐姐去外面开拓更大的市
场。她们扛着大包小包，带着灵芝样品、
宣传单、名片，乘火车到杭州、金华等地
的药材市场一家一家地走访。

后来，跑展会成了姐妹俩每年的规
定动作，她们跑遍了广州、安徽、江西等
地的药交会，向各大医药企业取经，借鉴
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等方面的经验，渐渐
也积累起药商资源。

“那时候不怕生、不怕苦，也不怕累，
凭着一股干劲往前闯。”吴婷说，经过姐
妹俩多年努力，仙芝堂成了龙泉市较大
的灵芝原材料供应商，在阿里巴巴、淘宝
等平台开设了网店，申请注册了“龙明
宝”“江南灵芝谷”等商标，并携手大型药
企开发出了不同规格的产品20余款。

研发新产品
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吴婷是灵芝各生产车间的常客。她

带着我们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并消毒
之后，步入全自动分装车间。

现代化清洁工厂的全自动分装车间
内，菌香萦绕。细小的灵芝孢子粉经破
壁间的设备超低温破壁，被全自动分装
机装成独立小包装，再辐照灭菌后，快速
装盒。“年关将至，这些破壁灵芝孢子粉
大多已被提前预订，加工车间正在加紧
生产备货。”吴婷俯身拿起一盒成品介
绍，破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经临界萃取
后，就能变成一颗颗油亮透明的灵芝孢
子油软胶囊。

“100克孢子粉仅能萃取出少量的

孢子油。”吴婷告诉我们，灵芝孢子油是
这两年跟药企合作的新产品，通过创新
生产工艺，借助二氧化碳萃取出的灵芝
孢子油更接近天然状态。

由于灵芝产品质量优良，不少日韩
等国的客商主动联系吴婷，并多次来龙
泉考察。

吴婷还记得，一位年近六旬的日本
客商曾连续3年来到龙泉，在春季灵芝
下田期、夏末秋初灵芝成熟期到公司基
地考察，开展土壤、水质、灵芝样品检测，

查看灵芝生长情况。经过全方位考察
后，最终同公司签下了首单4吨灵芝的
合同。此后，这位客商每年都会下数吨
的订单，用于加工各类药膳和护肤品。

“年轻人路子宽，脑子活。”父亲吴先
明说，以前，自己走的是“小路”，在家里等
客商上门，没有话语权。现在女儿走的是

“大路”，把灵芝产品卖到药厂甚至国外。
产品要走得更远，技术创新尤为重

要。2019年开始，吴婷和姐姐开始与生
物科技、医药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共
同研发出灵芝孢子油、破壁灵芝孢子粉、
灵芝牙膏、灵芝香皂等新产品，让更多的
灵芝产品进药店、进超市、进专卖店。

直播到田头
村民成合作伙伴

山色空蒙，云雾缭绕，龙泉市兰巨乡
石坑口自然村，仙芝堂有一片20余亩的
灵芝栽培基地，洋溢着淡淡的木屑香。
一畦畦灵芝地里，错落着一排排黑色遮
阳网，工人们忙着锯木段、套袋，为冬季
的灵芝接种做准备。

“要选择菌丝洁白，性状稳定的优质
菌种，接种过程中，双手需要经常消毒，防
止杂菌进入感染菌种。”吴婷说，种灵芝是
门技术活，灵芝生长期间，容易患上黄角
病、绿霉症等，这考验着菌师的技术。

有一次，由于养菌棚通风不及时、温
度过高，100多袋菌棒上长满了绿霉，造
成大规模菌种感染。吴婷忍痛将这100
多袋菌棒销毁，并在整个基地泼撒生石
灰消毒。

“灵芝生产过程不能打农药，不能施
化肥，只能适时调节温湿度来控制生长，
小到拆袋、埋土、洒石灰粉的时间，都很

关键。”吴婷说，在灵芝田长期观察并熟
悉灵芝生长、开展系列试验尤为重要，为
此，她和姐姐一有时间就往各基地跑。

2019年开始，吴婷和姐姐在抖音等
短视频平台上试水直播，发布了230多
个短视频作品，记录她们的田间生活和
日常趣事，“食芝有味”“龙泉市本味园家
庭农场”等账号积累了4万多名粉丝。

散发着泥土味的灵芝田，就是她们出
镜率最高的直播间。吴婷常穿梭在田间
地头，面对镜头熟稔地介绍灵芝生长情
况。灵芝生长期，她蹲在地里挨个介绍长
得像荷包蛋、冰激凌等奇特形状的鲜芝；
喷粉期，她到基地蹲到半夜，拍摄灵芝喷
粉或出芽的瞬间；采摘期，她拿着剪子在
大棚里剪摘灵芝……通过这些视频，吴婷
让消费者看到了灵芝的生长种植环境。

周边留守在家的村民，成了吴婷的
合作伙伴。吴婷在兰巨乡、住龙镇、查田
镇等地建立了多个标准化椴木灵芝栽培
基地，与农户签订采购协议，提供统一技
术培训，带动周边120位农户种灵芝，每
人年均增收2万元。

吴婷还和村民结对，推出了“灵芝
鸡”——给村子里农户的土鸡，喂食多余
的灵芝碎末或者灵芝嫩芽。

“灵芝生产余下的边角料不再浪费，
灵芝鸡受到市场欢迎，灵芝销路也越走
越宽了。”吴婷脸上满是甜甜的笑容，她
说：“我还想把灵芝从药用领域向食品领
域延伸，研发灵
芝面条、灵芝茶
等更多食品和日
用品。”

（题图为吴
婷设计制作的灵
芝盆景）

龙泉90后姑娘吴婷带领村民种灵芝增收

她卖灵芝，奇思妙想不断
本报记者 邬 敏 邱建平 通讯员 叶晓龙

龙泉90后姑娘吴婷带领村民种灵芝增收

她卖灵芝，奇思妙想不断
本报记者 邬 敏 邱建平 通讯员 叶晓龙

吴婷在灵芝栽培基地采摘灵芝。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吴婷在灵芝栽培基地采摘灵芝。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工作中的顾永江

顾永江设计的春晚标识

不久前，在第十一届杭州市“风雅颂”民
间舞蹈展演比赛中，余杭区瓶窑镇群众文艺
团体创编的原创舞蹈《炉窑踏歌》斩获银奖。
这是瓶窑镇原创节目连续三届代表余杭区亮
相杭州市民间舞蹈的最高舞台。

近年来，瓶窑镇在文化建设赛道上持续
发力，提出构建“文化文明高地”发展目标，以
各项创建为载体，抓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深挖历史底蕴和辖区内丰富的文化资源。

文化礼堂是基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
重要阵地。瓶窑镇高标准打造乡村文化新
地标，为群众艺术培育基础的文化土壤，促
进群众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如今，文化礼堂
已经成为瓶窑“软实力”的一部分，目前已建

成大观山村文化礼堂、窑北村文化礼堂、张
堰村文化礼堂等20个农村文化礼堂（分堂）
及文化家园，其中南山村文化礼堂更是获评
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杭州市五星级文化
家园，全年开展宣讲、文艺演出等日常活动
千余场次。

文化阵地承载的是优秀的文化文艺事
业，而文化事业的精髓来自于优秀的文化底
蕴。瓶窑镇拥有深厚底蕴的良渚文化与历久
弥新的创新精神，为当地文化发展带来无限
可能。瓶窑镇把良渚文化作为滋养新时代文
化文艺事业的重要内容，力争在新时代讲好

“瓶窑故事”。“我们正在加速提炼五千年文化
精髓、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多元展示良渚文

化资源价值和独特内涵，进一步打响良渚文
化特色IP。”瓶窑镇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瓶窑镇也在积极结合本地历史文
化、民间风俗不断推出文艺精品。截至目前，
瓶窑镇已创作出《良渚鼓韵》《石濑花灯》《传
承》等文艺作品30余个，出版《瓶窑传说》《瓶
窑拾遗》《窑山画报》及40余本反映瓶窑历史
及风土人情的书籍，创新推出《春来江水绿如
蓝》《炉窑踏歌》等一系列民间艺术IP，在“山
花奖”颁奖典礼、杭州市“风雅颂”民间舞蹈展
演等活动上精彩绽放。

文艺精品接踵而至，文艺团队也如雨后
春笋般快速发展。瓶窑镇重点培养各类文艺
骨干，提升文艺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把活跃在

群众队伍中的文艺工作骨干吸收为镇文联下
属的文学创作、书画、民间艺术、摄影、音乐舞
蹈、创意设计、曲艺等7个协会会员。“我们发
挥镇文联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把社会各界文
艺爱好者统一组织起来，团结带领其发挥各
自优势，为进一步推动瓶窑镇的文化发展与
繁荣、建设文化瓶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担负起重要的作用，也让更多的‘文艺草根’
能在家门口实现自己的价值。”瓶窑镇相关负
责人说。

如今的瓶窑镇内，一个个朝气蓬勃的群
文团队脱颖而出，一批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精
彩亮相，一场场文化活动春风化雨，让群众文
化生活“润泽有方”。

余杭瓶窑：解码文化基因 传承千年精髓
汤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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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原创节目亮相杭州民间舞蹈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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