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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曹雪：以设计为媒 讲好中国故事》

采访对象：曹雪

编导：曾玉梅

摄像：秦岭 申鹏

主持人：徐子涵

【导视】

【解说】名字中带雪的南京人，成了冰雪运动吉祥物的总设计师。

【同期声】曹雪 北京冬季奥运会吉祥物设计团队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突然一下这嗓子就哽咽住了，就是毫无征兆地就突然哽咽住，然后潸然泪下，那会儿

真的是哭了。

【解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火爆出圈的背后，是他的厚积薄发。

【同期声】曹雪

我只把冰墩墩看作一个节点，也是我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我要赌一口气。

【解说】

《城市面孔》带您认识设计师曹雪：以设计为媒，讲好中国故事。即将播出，敬请关

注。

【同期声】曹雪

如果说这是完成了一部分的使命，下一部分的使命就是要及时地把冰墩墩的这个现象，

把它从学理上把它归纳出来产生理论，去赋能更多的中国人，去讲好中国故事。

【标版】曹雪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北京冬季奥运会吉祥物设计团队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前院长

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十佳设计师

广州首个城市形象 LOGO 设计者

2019 中国文创产业创新大奖杰出人物

【现场】一段现场

【解说】2022 年 3 月 7 号中午，南京大学附中的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迎来了 79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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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曹雪，2022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

儒雅、平和、谦逊的他，一谈到设计和专业问题，就像变了一个人，有一股不服输的

犟脾气。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精神，2018 年 10 月，听了冬奥组委宣讲团在广州美术学院的

宣讲后，他决定接受挑战，参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设计。作为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的院长，

他挑选了广州美院的 7名教师和 7 名研究生，组成了吉祥物设计团队，而那时，留给他们

的时间仅剩 19 天了。

【同期声】徐子涵 记者

您的团队其实大部分都是南方人，我们说南方人别说小时候玩冰雪运动了，可能每年

见到雪的机会都不是每年都有的，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来讲，会不会对于设计

冰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物来说会有思维的限制？

曹雪 那确实是他们的顾虑，否则不会那么晚，是最后一站来到广州美术学院。我说或许

没有见过冰雪的孩子，反而对冰雪和冰雪运动有着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解说】

曹雪，1961 年出生在南京，儿时的记忆中，每次下雪他都会和小伙伴们打雪仗，自制

各种“土雪橇”。率队参与设计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让他打开了年少时的冰雪记忆，和团

队成员一起展开了丰富的想象。19 天的时间，他们提交了 16 个设计方案。经过 2 个月的

筛选，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从 35 个国家提交的 5816 个作品中，评选出十佳方案，曹雪团队

有三个作品入选十佳。

【同期声】徐子涵

听说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冰墩墩就像您开始说的，它不叫冰墩墩，它是一个糖葫芦的形

象，后来变成了一只熊猫的形象。其实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熊猫它太中国化了，

包括 1990 年的亚运会的吉祥物也是熊猫盼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您有没有担心过，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设计会不会落入一个俗套，或者是你们是怎么来安排？

曹雪 在入选的三个方案里面，我们有刚刚您提到的冰糖葫芦,有冰块和雪球，我们不

光是有一个冰壳那个冰糖葫芦，可能大家不知道，有冰糖、冰块和雪球，我们起名叫“方

方”和“圆圆”，还有一套入选的方案，是因为正值我们中国的春节嘛，就是那个年初四

这个开幕，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中国春节元素的这样一个方案，就是二踢脚，鞭炮，我

们起名叫“咚咚”和“哒哒”这个象声词。熊猫从今天看来它依然是不二之选， 熊猫是大

家喜闻乐见的，那么冰壳也是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当我们把它组合在

一起以后可能就没见过了，或者人家觉得非常巧妙，非常巧妙。那么顺带说一下，当冰壳

附在熊猫身上的时候，第一个，它瞬间跟我们之前见到过的成百上千个熊猫不一样，而且

这个冰壳不是为了不一样而加的一个元素，我们别忘它是冰雪运动，是冬奥会。一开始做

创意都是做加法，我们想什么东西可以往冰壳里面放，甚至于做乘法，但是设计到最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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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的时候，一定是大道至简的东西，一定是少即多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最后是做减

法乃至于做除法，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身着冰晶外壳的一个熊猫形象。

【解说】

曹雪说，因为从小生长在南京，南京这座城市文化中包容大气、南北交融的特性深深

地影响着他，深耕设计领域多年，突破边界、颠覆自我，也一直是他的追求。

曹雪和团队成员们放弃节假日，频繁往返于广州和北京，7个月中经过 1000 多次的修

改，直到 2019 年 9 月 17 晚，曹雪和团队全体成员在北京，迎来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巴赫宣布现场】

【同期声】曹雪

发布完了以后，就是包括我们的领导，包括巴赫主席退场以后，它有一个小小的仪式，

就全场起立，唱《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然后这个音乐奏响的时候就开始唱《我和我的

祖国》的时候，我唱的前半句还很正常，很正常。我说我和我的祖国，然后就唱了一刻都

不能分割，后面没唱出来，就唱到一刻的时候，突然一下嗓子就哽咽住了，就是毫无征兆

地就突然哽咽住，然后潸然泪下，那会儿真的是哭了。那天实在是受不了，那种小时候的

那种所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然后一种荣誉的那种感觉，然后瞬间想到什么什么，那会儿

好像都出现了，就感觉我和我的祖国用这种方式不能分割，或者说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

名设计师的那种使命感、荣誉感，就一时间就全部涌上来，就涌上来。

【冰墩墩主题形象片】

【解说】

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饰彩色光环源自于

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冰墩墩的造型寓意创造非凡，探

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导视 2】

【解说】

跨出国门，他将中国设计带到全球各地。

【同期声】曹雪

我坚持办了四届《塔外》展，每一届前言我都会去重新写，但是这句话一定没有改，

就是以设计为媒，去讲中国故事 。

【解说】

火爆的冰墩墩成为一个典型案例，未来，中国设计如何才能出圈？

【同期声】曹雪

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思考的阶段，就是因为我有一句话叫掌声和欢呼声，是一个人致聋

的根本祸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8%AA%E5%A4%A9%E5%91%98/1013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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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城市面孔》带您认识设计师曹雪：以设计为媒，讲好中国故事，正在播出。

【冰墩墩之歌】“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可是冰墩墩一墩难求呀”

【解说】2022 北京冬奥会召开后，可爱的冰墩墩成了顶流明星，一墩难求，不仅深受

各国运动员们的喜爱，身居南京的曹雪的父亲也是赞不绝口，对儿子的成就很是自豪。

【同期声】曹宏慈 曹雪的父亲

我喜欢它，我说就像我添了一个孙子。的确是可爱，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冲击，

视觉冲击力非常大的， 啪一下！ 白的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以前）看了都是满天红的，

看了太多了。这个一出来就感觉到，的确是好。 我看了一个外国运动员就拿到那个可以挤

的那个软的那个绒，真好玩，是好玩。

【同期声】徐子涵

我们所有人拿到冰墩敦的第一反应就是爱不释手，太可爱了，是不是在这个设计上你

们反复那么多稿，也是有非常讲究？

曹雪 我们在长达 7个月的修改中间，我们已经在电脑上无数次地旋转修改。我举个例

子，比如从冰墩墩我们看它的那个玩偶或者手办，我们看它的鼻子的高度，它是拿捏得非

常到位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太长，它像狗鼻子，它太短又像别的兔子或者别的动物的鼻子，

就是这个毫厘之间这个给人感觉这个千差万别，所以这个是下了苦功的，下了苦功的。

【解说】

冰墩墩火出圈了，媒体关注如潮涌来，那段时间曹雪一天要接受十几个采访。因为这些

采访，曹雪取消了回家陪父母过年的计划，因为这些采访，曹雪回南京看望父母的日期一

再推迟。不能多陪陪年迈的父母，曹雪内心十分愧疚。

【同期声】曹雪

我可能说，你看我还没说呢已经控制不住了，我每次回来我父亲总要说他，这个越来

越不中用了，他说生活质量越来越差，都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他说，他说但是我无论如

何都要等到冬奥会开幕。

我说，爸爸你会的，你一定会长寿的，然后我说冬奥会开幕那天，我一定会赶回来跟

你一起看开幕式，但是我再一次在父母面前食言了，因为几乎是没有间断地就接受各种媒

体的采访，我跟媒体视频的时间远远超过我跟父母这个视频的时间。

【解说】曹雪的父亲曹宏慈，退休前是南京电视台文艺部的编剧，母亲曾是小学数学、

美术老师，在父母的熏陶下曹雪自幼喜欢画画，并将爱好发展成专长。1981 年曹雪考取了

无锡轻工业学院，即现在的江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一名青年教师到设计学院副院

长，曹雪因治学严谨还曾被学生取了别号“曹一刀”。当了 14 年大学老师后，曹雪在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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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选择，放弃学院教职投身市场实务，从无锡迁居广州，担任广东省广

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兼创作总监。

【同期声】曹雪

我选择做事是选择具有价值观的事情，不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人生

观所决定的。当时我去（广东）省广（告集团）的目的其实很单纯，不是为了去赚钱，就

是为了我要恶补一下，设计它作为一门，包括广告，它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你都没有去参

与实践过，你不就是纸上谈兵吗？我觉得在（广东）省广（告集团）那 7年对我的一个重

要性或者对我这个锻炼，就是它让我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不像在学校里面比较单纯，就

是同事和学生，跟各个行业的人打交道，跟各种品牌打交道。

【解说】

不过，让亲朋好友再次意外的是，曹雪又在 7年后，决定离开广告集团重返课堂，到

广州美术学院重执教鞭。曹雪认为，20 年多中这两次职业生涯的切换和选择，不仅丰富了

他的人生阅历，也让他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曹雪说设计师“眼界要高，身段要低”，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才能在形式和功能上

真正满足需求。正是因为秉承这样的理念，他设计的广州首个城市形象标志、广州公安形

象标志、亚洲美食节标志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2017 年，由曹雪担任总策展人

的《塔外》系列综合设计涉外展开展，先后在伦敦设计节、米兰设计周及法国巴黎、希腊

雅典等地成功举办。

【同期声】徐子涵

《塔外》展览这个很多的国家，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的话，给您最大的收获是

什么？包括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输出上面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曹雪

我想用这样一个词，其实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饥渴的，不要以为后互联网时代，

我们这个什么都可以传播出去。我举个例子，我到了英国、意大利、法国、希腊举办的四

届《塔外》展，每一届的观众都会跑过来握着我的手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骗我们吗？这

真的是当下中国的设计吗？我说实实在在，千真万确，他们就这样说，真的是这样的，他

说那我们太不了解中国了，我们以为中国的设计就是我们在唐人街看到的那些东西，所以

我就非常激动。

如果没有疫情，我今天应该办到了到第五届和第六届了，应该是这样。

我在法国那场展，那个画家塞尚的重孙女带着一家七口跑到开幕式上面来看我的展览，

然后美国好莱坞某一部那个影片的那个视觉总设计、特效设计师带着团队来看我的展览，

就是同样在法国有不同国家的人慕名来看这样一个展览，都觉得原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活

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就是我讲我坚持办了四届《塔外》展，每一届前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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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去重新写，但是这句话一定没有改，就是“以设计为媒，去讲中国故事”。

【解说】

以设计为媒，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曹雪不变的初心。被媒体包围、被称为“冰墩墩之

父”，曹雪对这样的爱屋及乌式的出名，一直表现得十分清醒和理智，他说要将自己“归

零”。

【同期声】曹雪

我们已经进入了冷思考的阶段，就是因为我有一句话叫掌声和欢呼声，是一个人致聋的根

本祸因，我们团队不能天天这个活在喜悦中。我都 60 岁了，我还说我只把冰墩墩看作一个

节点，也是我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我要赌一口气，有外国人说中国的设计师到了 60 岁以上

就拿不出东西了，我不想这样，就是我的眼光，或者我的注意力可能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我

正在设计的那个内容上，或者那个项目上，因为设计永远只有未来时没有过去时。创造性

的劳动永远是一次性的劳动，让自己归零的一个妙招，就是要养成跨界的思考，出圈的这

种认知，它才能给你再回馈到你的那个圈内，那么所以说我在日常生活中我看的书也好，

我看的影像也好，好像近几年似乎都跟设计无关，但是所谓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