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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盛会如何展现深厚的文
化内涵？从杭州亚运会到亚残运会，中
华文明的无穷魅力始终闪耀。

杭州亚残运会倒计时 5 天之际，我
们从西湖边出发，寻找那些无处不在的
亚残运会标识，开启一场亚残运美学文
化探寻之旅。

眼下，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
俨然是街头巷尾最闪耀的明星。断桥
边，新上岗的“飞飞”展翅飞扬，成为西
湖景区一道新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拍照打卡。街边墙上，贴着各
种运动造型的“飞飞”，乒乓球、射箭、轮
椅网球、坐式排球等亚残运会项目被

“飞飞”用最具代表性的动作定格，展现
了亚残运会每个单项体育赛事的精彩
瞬间。

作为传递幸福佳音的使者，“飞飞”
的设计灵感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三
青鸟，融合杭州历史人文和科技创新，
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企盼。从

“飞飞”双翼延伸到脸颊的是良渚文化
标志纹，扬起的翅膀展现了力的美感。
其设计者、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教师李洁说，希望通过展翅欲飞的状
态，展现五千年古老文明在中华大地的
崛起，也希望“飞飞”能给亚残运会的运
动员带去快乐和勇敢。

如今，从良渚飞来的“飞飞”穿越历
史，带着希冀与我们每个人邂逅。李洁表
示：“‘飞飞’的第一个‘飞’，寓意天高任鸟
飞，代表着人类社会包容、尊重、友爱的良
好氛围；第二个‘飞’，体现的是残疾人运
动员追逐梦想、飞跃自我的精神。”

在大街小巷，亚残运会会徽和口
号，总和“飞飞”相伴出现。

从断桥一路往北走，公交站的背景
牌 上 ，亚 残 运 会 会 徽“ 向 前 ”和 口 号

“Hearts Meet，Dreams Shine”（心
相约，梦闪耀）映入眼帘。

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运动员勇往直
前，10 条半弧形的线条勾勒出赛道，由
紫到红再到黄色渐变，下方是举办城市
名称和举办年份的印鉴——杭州亚残运
会会徽的整体格调、色系与亚运会会徽
相一致。其设计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陈正达说过，这样的设计恰是展现了亚
运会和亚残运会在同一个赛场和赛道，
体现了体育运动中所有运动员的平等。

“心相约，梦闪耀”的口号也与亚运

会主题口号在核心内涵和整体风格上
和谐呼应，意在传递平等尊重、相知相
融、携手圆梦的人文情怀，承载着残疾
人战胜困难、完善自我、创造幸福的
期盼。

如今，在全省各地，亚残运美学文
化标识随处可见，亚残运会的赛事氛
围日益浓厚。

记者采访中遇到一位抢到亚残
运会赛事门票的大学生，她的背包
上挂着“飞飞”的挂件，计划接下来去
看一场盲人门球的比赛。提到亚残
运会的系列文化标识，她说印象最深
的是火炬“桂冠”，“前两天看到火种坐
高铁来杭州，觉得很新奇，搜了一些资料
发现，原来背后的文化如此深厚。”

从良渚玉琮和杭州市花桂花出发，
这支流线型身姿、通体月桂黄和虹韵紫
交相辉映的火炬由此诞生。仔细看，火
炬“心脏”位置嵌入了玉琮形象设计，显
承上启下态势：向上共生，点滴星光迸

涌金桂华浪，铸就炬冠；向下延伸，绵长
文脉散发智慧之光，汇成炬基。

与火炬一脉相承的，还有亚残运会
奖牌“桂子”。“山寺月中寻桂子”，从取
名开始，奖牌就蕴含江南意境和浪漫色

彩。把良渚玉璧与桂花相结合，“桂子”
将在丹桂飘香的金秋十月，为所有参赛
运动员送去美好祝福。

奖牌上，灵动飘逸的桂花飘撒在亚
残运会会徽周围，每一粒洒落的桂子就
好比残疾人运动员奋勇向前、挑战自我
而获得的一枚枚奖牌，也代表运动员乐
观向上、自强不息、绽放生命的运动精
神。玉璧也是设计团队开始就选定的意
向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美
好的意愿和高贵的品质，与奖牌结合有
珠联璧合之意，寓意中华文明和合与共、
和谐共生，象征着亚洲多元文化的交融。

历史长河奔腾，文化始终生生不
息。中华文明迸发的生命力在亚残运
会如繁花般盛开，并以各种形态活跃在
当下的生活日常。

“我们都一样，载梦远航；我们都一
样，永不彷徨；我们都一样，为梦闪亮。
在生命奔腾的路上，往爱的方向，渴望
远方，倔强成长，傲然绽放。”亚残运会
歌曲《我们都一样》越唱越响亮。“两个
亚运，同样精彩”，这首歌寄托了残疾人
和健全人一样勇敢追梦的心愿。词作
者应忆航告诉记者：“残疾人运动员站
上赛场需要经历更多挑战，他们的心灵
是强大美好的，他们和健全人一样都渴
望梦想，想要勇敢飞翔。希望歌曲能唱
出广大残疾人在社会关爱下跨越重重
阻碍、扬起风帆自由歌唱的心声。”

此外，《最棒》《共同的荣耀》《生命的
力量》等为亚残运会谱写的歌曲，也在被
传唱。悠扬的歌声，触动着人们心底深
沉、柔软的情感，为亚残运会注入力量。

电影、展览等越来越多的文化活
动，都让亚残运会的文化内涵愈发深

厚。历时 5 年拍摄，记录多位浙江
残疾人运动员训练、生活、拼搏的
纪录电影《水让我重生》即将上映，
以期为出征亚残运会的运动员呐

喊助威；“超越与梦想”残疾人主题
摄影作品征集正在举行，希望生动

展现亚残运会拼搏奋斗的精神⋯⋯
这场亚残运美学文化之旅，远没

有结束。记者一路走来发现，亚残运会
的文化内涵已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日
常。我们期待着，10 月 22 日亚残运会
闪亮登场后，再共同续写更加丰富精彩
的亚残运会故事。

（本报杭州10月17日讯）

跟着“飞飞”，探寻亚残运美学文化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姜晓蓉

本报讯 （记者 朱平） 从 69 岁靠
假肢成功登顶珠峰的劳伦斯奖得主夏
伯渝，到为国家夺得 3 块残奥会金牌的
盲人田径运动员李端；从用嘴持拍的临
安无臂乒乓球运动员，到一群专注赛
场、目光无惧的坐式女排姑娘⋯⋯走进
杭州亚运会博物馆，一场名为“生命壮
歌”的主题摄影展正在进行中，百余张
照片展现了同样的主角——用运动诠
释坚强与勇气的残疾人。

“我想用公益摄影展为家门口的亚
残运会献上特殊的礼物。”这次展出的
作品，都来自杭州摄影家郑龙华。今年
64岁的郑龙华是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
在业界，他还有个称号：无手摄影家。

自幼失去双手的郑龙华，通过摄影
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用腕部仅剩
的残肢，郑龙华架起相机，把镜头对准
热爱的生活，也因为自身的遭遇，多年
来他一直关注和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
残疾人。

这次参展的照片是郑龙华从 20 多
年来创作的几千幅作品中精挑细选而
出，题材涵盖连续四届全国残疾人运动
会、世界夏季特奥会及全国各地举办的
残运会上残疾人运动的精彩瞬间。

“这里面不仅有知名的残疾人运动
员，更多的是热爱体育运动的普通残疾
人。”郑龙华说，虽然命运夺走了身体的
一部分，但运动场上，他们直面挑战、奋

力一搏，让大家看到了“身残志坚，奋勇
争先”的精神品格，更看到了生命的尊
严和生活的美好，“他们这股劲儿经常
让现场拍摄的我感到震撼。”

跟拍运动场景不简单，对郑龙华来
说，要靠腕部端稳四五斤重的长焦镜头
就更难了。正因为这份不易，郑龙华对
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浓烈情感。参展
作品中，一幅名为《激情，速度》的照片，
展示了一群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公路
轮椅运动员。郑龙华告诉记者，这张
2007 年在昆明拍摄的照片，是他趴在
赛事保障车上，跟了一路才抓拍到的。

这次摄影展活动实现了线下、云
上、画册同步进行。

“每次上场，都是一次拼搏，与对手
搏，与梦想搏，最终与自己搏，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在影像中国网线上
展区，郑龙华还将展览分成了“搏、力、
美、暖”四大主题，每个主题下都传递了
一段自己的心声，“除了向全亚洲展现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超越自我
的拼搏精神，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我也
想通过‘美’这个主题，展示社会各界对
残疾人运动员的关爱。”

欣赏完郑龙华的作品，在那些淋漓
的汗水和刚强的身躯里，你会发现，体
育不仅是一个大舞台，让残疾人能够展
示自我风采；体育也是一面镜子，折射
出社会的温暖和幸福感。

主题摄影展“生命壮歌”展现残疾人运动之美——

“他们这股劲儿让我感到震撼”

本报讯 （记者 纪驭亚）“庆祝杭
州亚残运会”第七届全国残疾人集邮展
览将于 10 月 22 日在位于杭州的浙江
省残疾人之家展出。这两天，中华全国
集邮联合会会士、中国残疾人集邮馆名
誉馆长李少华在为展览做最后的准备
工作。

75 岁的李少华参与筹备这场集邮
展览已有2年多。尽管腿脚不便，但为
了让展览更完美地呈现，方方面面的细
节他都会一一确定，非常细致。

李少华告诉记者，杭州是我国残
疾人集邮的发祥地。上世纪 20 年代，
我国最早集邮组织之一的新光邮票研
究会在杭州成立时，就有一些肢体或
听力残疾人参与。从 1994 年 10 月，杭
州举办中国首届残疾人集邮展览至
今，这已是杭州第四次举办全国性残
疾人集邮展。但这次的展览意义格外
不同，“亚残运会要在杭州举行，我们
这场和亚残运会同时举办的集邮展
览，是全国残疾人集邮爱好者们献给
杭州亚残运会的最美好祝福。”

据悉，本次展览由中国残疾人集
邮馆、浙江省集邮协会、浙江特殊教育
职业学院主办，杭州市残疾人集邮协
会等协办。邮展将展出全国各地残疾
人集邮组织推荐选送的残疾人集邮者
编制及少量爱心志愿者在各级邮展上
获得优秀成绩的邮集 256 框，主题包
括体育运动、残疾人事业、科学文化知
识等各方面。

“按照国际集邮联的规定，16 张
贴片编组成内容完整的邮集，称为一

框。一框内少则有几十枚，多则数百
枚同一主题的邮票或封片，由集邮者
创作编制成一部部有着融知识性、研
究性为一体的精品邮集。”李少华说，
全国各地的残疾人集邮爱好者对于本
次集邮展览的热情很高，向组委会推
选了 300 多框邮集。经过评审委员会
专 家 评 审 后 ，精 选 出 了 本 次 展 出 的
邮集。

记者在邮展目录上看到，参与本
次 展 览 的 集 邮 爱 好 者 来 自 北 京、上
海、四川、广西等全国 20 多个省（区、
市），框数从 1 框到 5 框不等。“来自沈
阳的集邮爱好者周雨红的邮集主题
是《滑冰》。从小因为小儿麻痹而双
腿瘫痪的她，最喜欢在家附近的滑冰
场看同龄孩子们滑冰。这框邮集寄
托 了 她 渴 望 当 滑 冰 运 动 员 的 体 育
梦。家住上海的孙建华在过去多年
里把世界各地的残疾人名人邮票收
集起来，例如霍金、贝多芬、海伦·凯
勒等，这次他的《我的残疾兄弟姐妹》
邮集也将展出。”说到本次展览的邮
集，有多年集邮爱好的李少华仿佛打
开了话匣子。

在李少华看来，这些邮票的背后，
寄托着残疾人集邮爱好者的梦想和心
愿，也讲述着残疾人自强奋斗的动人
故事。“我一直记得张海迪为首届全国
残疾人集邮展览设计的纪念封上，有
一首她写的诗：虽然我们失去了双翅，
却有亿万双手托着我们，向着光明飞
翔⋯⋯”李少华说，这也是这次展览希
望向世界传递的声音。

第七届全国残疾人集邮展览将在杭州展出

邮票背后，是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故事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简称亚残运
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
性运动会，由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
委员会的成员国轮流主办，每四年
举办一届。

亚残运会的前身是“远南”运
动会。“远南”运动会全称是远东及
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1975
年至 2006 年，“远南”运动会共举办
了 9 届，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水
平最高、影响最深远的残疾人体育
盛会。

2010 年至今，亚残运会已成功
举办 3 届。第 1 届亚残运会于 2010
年在中国广州举办，广州亚残运会
共有 41 个参赛国家和地区，共设立
19 个比赛项目。作为亚洲残疾人体

育组织重组后的首届亚残运会，赛
事闭幕后亚残运会火种被永久地保
存在广州。这也是杭州亚残运会的
火炬火种采集要在广州进行的原因
之一。

2014 年，第 2 届亚残运会在韩
国仁川举办，口号是“激情从此迸
发”。2018 年，第 3 届亚残运会在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口号是“鼓舞
亚洲精神，激发亚洲活力”。

从 2010 年到 2023 年，跨越 13
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再次来到中
国。从珠江之滨到钱塘江畔，传承的
亚残运会圣火见证着亚洲残疾人体
育事业薪火相传，见证着“亚洲一家，
天下大同”的共同期盼。

（本报记者 姜晓蓉 沈听雨 整理）

亚残运会发展历程

图为杭州亚残运会奖牌“桂子”。 杭州亚残组委供图

杭州市上城区笕桥街道残疾人之家日前举办志愿精神传递暨残疾人趣味运动会。残障人士在亲属和志愿者陪伴下，参与硬地滚球、乒乓
球、踢毽子、背夹气球、套圈等趣味项目，感受运动乐趣，共迎即将开幕的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拍友 高玉 摄乐在其中乐在其中

本报杭州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王逸群 通讯员 楼诗予）
“当前位置，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入口运溪路盲道与广济路斑马线
交汇⋯⋯”10 月 17 日下午，记者跟随一名视障人士来到位于杭
州市临平区的浙江塘栖盲人门球基地入口附近，一位特殊的“语
音导航员”开始自动播报位置信息。这是临平区为方便视障人
士，在场馆附近布局的智能服务桩。

杭州亚残运会的脚步临近，在盲人门球项目的举办场
地——塘栖盲人门球基地，场馆内外各项无障碍设施已安装调
试完毕，静待运动员和观众的到来。

盲人门球是根据盲人视力障碍特点而专门设计的一个集体
球类项目，其参赛者和观赛者中有大量的视障人士。“因此，在盲
人门球基地入口处，我们打造了一个‘无障碍服务圈’。”临平区
塘栖镇相关负责人说。

整个场馆周围，共分布了 6 个语音提示器、4 个智能服务
桩、1 个综合大屏与 1 个明盲对照导览图。一旦蓝牙发射器或
智能 APP 触发，语音提示器便会为视障人士播报当前位置与
方向。综合大屏与服务桩，则可通过智能交互提供无障碍的
路线规划与出行指引。仔细观察，服务桩上的按键还刻有盲
文。一系列智慧化设备，让找路这件事变得“可听化”“可触
化”。

作为亚残运会两座独立竞赛场馆之一，塘栖盲人门球基地
门球馆在无障碍改造上更加聚焦残疾人运动员的各项需求。场
馆改造项目负责人张利明介绍，盲人门球馆无障碍改造项目总
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涉及 2 片比赛场地和 4 片训练场地。在改
造中，工作人员着重从细节处入手，特别是在一些平时想不到的
地方，如语音提醒、拐角处的墙面等进行提升改造。

“欢迎来到盲人门球馆⋯⋯”踏进场馆运动员入口，头顶的
一个白色音响便响起双语播报。从门厅开始通往功能用房及比
赛场地的所有门上，均安装了自动感应的语音播报器，帮助运动
员进行方向定位。不仅如此，这段几百米的通道路面上，也全部
设置了盲道。

走进观赛区域，除了 500 多个观众座席外，还特别设置了 5
个无障碍座席。此外，观赛席两侧还各装了一台无障碍升降
梯。当残障人士需要帮助时，两侧的志愿者按下按钮即可
操作。

除了比赛场地外，运动员的训练区、休息区均设置了无障碍
卫生间、淋浴房、更衣室等设施，所有墙壁的阳角条均被包上了防
撞条，淋浴间宽度可供轮椅出入。值得注意的是，桌椅和墙的边角
也进行了弧形处理，避免运动员受伤。

不仅“无碍”，更要“有爱”。场馆的户外草坪上，盲人门球训练基地还特意
为视障运动员量身定制一块暖心区域——导盲犬休息区。“放在酒店不放心，带
进场馆又不礼貌，这个全天候开放的休息区，解决了视障运动员的困难。”张利明
介绍，为了给导盲犬提供舒适的环境，场馆还搭建了遮阳棚，避免雨淋和强光
照晒。

“场馆原本就有一些无障碍设施，现在又在很多细节上进行升级。”张利明说，
希望这些人性化的设计，能够让更多残障人士感到舒心、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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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
杭州亚残组委供图

亚残运会小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