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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火炬“飞扬”外观设计师李剑叶：
宏大落笔于精微

学生记者   朱滢

在冬奥火炬“飞扬”正式发

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李剑叶的

时间安排被划分得尤其精确，接

受采访前，他刚刚结束上一个会

议，访谈也恰好卡着饭点。

李剑叶喜欢电影也喜欢阅读，

他随身会携带电子书，下载列表

里最厚的一本是《全唐诗》，不

过工作日程紧凑繁忙，有时只能

在出差路途的间隙看上一看。

在交流中，他会时常提醒你

观察生活的重要性，对于生活中

出现的人事物要多琢磨为什么，

并表示这应是成为设计师后的一

种思维惯性。

在突如其来的公众热度下，

李剑叶从未迷失，他说他一直希

望通过这个机会讲一个故事，一

个关于中国的故事。

“我希望看一看国内最高水

准的工业设计是什么样子”

李剑叶自小痴迷科幻，对宇

宙、飞碟、机器人等词汇有“天

生的好奇感”，科幻动画片和探

秘杂志里那些充满未来感的设计

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这引导

2002 年 毕 业 于 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工

业设计系，获得硕

士学位。现任阿里

云创新终端和设计

中心、天猫精灵设

计部负责人。北京

2022 冬奥会“飞扬”

火炬外观设计者。

李剑叶

着我去做一些与设计相关的东

西”。

小时候没有条件接受专业、

系统的绘画训练，李剑叶就参考

着画册书边临摹边摸索，熟练起

来后也会尝试表达一些源于自己

内心想象的想法。报考大学时，

循着真实的心声，李剑叶进入北

京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就读。

一个人要能敏锐察觉时代变

化并与之共振是不容易的，李剑

叶做到了。

1999 年，世纪之交，他完成

了本科学业，选择进入当时的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工业设计系继续深造，

师从柳冠中教授攻读交通工具方

向，“我希望能够看一看国内最

高水准的工业设计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在这样的环境里提升自己”。

在这所“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的学校里，在远离互联网的

时光中，他泡图书馆，跑交流会，

拉起另一个专业的同学就能聊上

半天，“大家的关系很密切，人

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多”。

也许正是此般随性畅谈赋予了李

剑叶无形之中的思维力量，兼收

并蓄，自在且柔韧，一如其人。

三年研究生学习，李剑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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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莫过于导师柳冠中教授，

“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柳老师

会从比较抽象的维度和宏观的高

度看待设计专业，他注重对学生

设计思维的训练”。作为学生，

李剑叶能够经常参与导师工作室

的项目，这其中有实际落地的工

程，还包括许多概念型规划，“这

让我们有机会大胆地撇开束缚，

讨论有什么更好的、不同于以往

的设计思路”。

师者，解惑，授业，更传道。

在李剑叶的回忆中，柳冠中老师

“演讲慷慨激昂，眼光高瞻远瞩，

充满家国情怀”，这是在设计学

专业范畴之外，老师对学生思维

态度、社会视野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去

德国参加交通工具论坛，柳老师

发表的演讲主题就是‘面向未来’，

鼓励大家从拥有一辆车变成共享

一辆车。那时才 2001 年，他的很

多思考是很超前的”。这样的思

考印记在“飞扬”火炬的设计中

也有体现。

“我的做法是向自然致敬”

2002 年，李剑叶从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毕业（1999 年，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改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他曾

在摩托罗拉、飞利浦、锤子科技

等多家业内知名企业就职，2018

年加入阿里巴巴。

正是在阿里巴巴，他收到了

北京冬奥火炬设计的竞标任务。

起初是同事拿过来一份设计方案

的征集公告，这对于一个专注于

智能交互领域的商业设计团队而

言，算是本职工作之外的兴趣和

意义使然。“设计报国，这是我

接到任务后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

想法。”提到报名原因，这是李

剑叶给出的答案。

冬奥火炬要体现双奥之城的

特点，还需符合绿色办奥、科技

办奥的要求，更应呈现中国文明

风貌，这些条件已作为基本前提

被明确地提供给设计团队。但关

于火炬的具体设计理念，冬奥组

委会却并未准确说明，一切要靠

团队自身对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

文化内涵的领悟与把握，这也是

各竞标团队需要完成的隐性考核

任务。

李剑叶团队在起步阶段的首

要任务即是梳理线索，进行头脑

风暴，并提炼出冬奥火炬传达的

理念，他坦言这一步花了很长时

间。

“火炬的设计应当承载更多

的文化表达，类似于古代的礼器，

用于国家仪式。‘道法自然，天

人合一’，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

一种生命观，我觉得和当下‘人

类命运共同体’一说是一脉相承

的。携手共赢与共生，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我想，

来自树叶的灵感和设计图

李剑叶在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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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存在的原因，

通过体育运动让世界相知相融。”

精准捕捉到了奥运文化信号

后，团队需要立即投入具象转换

与功能实现的工作中。回归淳朴，

师古师自然，在学者林存真（北

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

艺术总监）拍下的一张落叶照片

中，李剑叶发现了奥妙——向自

然致敬。

在此前，团队已经推翻了 40

多版内部修改方案，此时距离项

目汇报节点仅剩 9 小时。

这是一枚泛黄的枯叶，团队

逆势而为，揣摩自然造就的天然

曲线，化下落趋势为旋转攀升。

写意流畅，象征坚韧不息的生命，

一种内在的力量感油然而生。

天地辽阔，一叶见自然，就

它了。

当然，“飞扬”火炬还有多

处精妙的设计构思。

火炬的颜色延续了 2008 奥运

的用色，是对“双奥之城”称号

的呼应与中国奥运精神的传承，

而红色也是能够让所有国人产生

共鸣的颜色。创新处在于，2008

年的火炬像卷轴，缓缓平直启封

时，历史娓娓道来；而“飞扬”

火炬向上的态势象征着蓬勃昂扬、

繁荣现代的中华民族。

火炬中空的开放状态，蕴含

中国传统“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的哲学智慧。

火炬的火焰由 24 支小火苗组

成，这 24 支火苗分别通过燃气管

的 24 个小孔向上传输汇聚。“24”

对应着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而

冬奥开幕式正值立春。

“这是一个很饱满的设计，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去理解它，都

能看到些东西”。

激情飞扬，生生不息，这是

李剑叶描述作品时用到的形容词。

他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展现“中国

设计”人文与科技的融合之美，“我

想为工业设计发声，我想用这支

激情飞扬的冬奥火炬讲述生生不

息的中国故事”。

设计的功夫可能在设计之外

对于“飞扬”火炬的设计，

还有关键一环是科技的“加持”。

作为一名设计师，首先要掌握技

术背后规律性的部分，而后才能

创造性地提出新想法。为此，团

队走访了尖端科研所以及众多生

产材料、燃料的单位企业，以期

通过独立的调研总结出相关经验。

在实物生产过程中，首先遇

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保证材料成

本可控的前提下，为形态复杂的

火炬选用最适宜的外壳材料。

最先选用的是三维编织的碳

纤维，一次就可成型。但是碳纤

李剑叶与团队成员一起调整火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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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耐 不 住 高 温 燃 烧， 温 度 达 到

500 度以上会自动变黑。于是团

队转变思路，从耐高温树脂方向

入手，并与碳纤维结合，最终耐

得住 800 度高温。 

“艺术与科技，总是像左右

脚一样，得先迈出一步，比如艺

术先走，技术倒逼，技术再伸一

只脚，它往前走的时候，又产生

些新东西，带动另外一只脚再往

前。经验、想象力与创造力结合，

艺术与科学肯定有相通的地方，

它们最后很可能殊途同归。”

李剑叶很愿意表达一些超于

设计的看法，例如对立统一的思

维逻辑，含蓄壮美的中国气韵。

这源于其深刻且日常的自我积淀。

“从开始时反复漫长的思考到最

终的落地呈现，这也是我学习的

过程，对于思维训练很有意义。

设计的功夫可能在设计之外，当

你对某些东西理解更深刻之后，

才能够知其所以然。”

在细细了解过他的诸多设计

创意后，访谈者只能用“兼具柔

软情愫与力量表达”来形容此时

的感受。

他有时的确像一位文人，喜

李白，尚诗词，解读赏析张口就来。

他说：“中国传统诗词用简叙的

话语捕捉到自然风貌的美感，提

炼出人的复杂情感；它还很精妙，

在描述宏大时，反而落笔于细微

处。这些都帮助我更好地做设计，

做人文设计。”

在李剑叶看来，设计是一座

桥梁，需要完成人文与科技的交

融，这才是完整的“大设计”。

2021 年末，李剑叶曾做过一

次题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设

计意义”的讲座，从文学与哲学

的角度上解构文化精神，在设计

中重新建构。尽管已做出了尝试

性的解答，他还是将这个话题称

作“宏大而困难的命题”。

“因为它本身确实太虚无飘

渺了，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虚的东

西很难直接导向工业设计这么实

的专业，但虚无缥缈还有另一层

理解，那就是潜移默化。对我而

言，我想从设计单体出发解决一

个局部问题，变成解决更多问题，

做社会性设计。”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大工程，

梳理历史，归纳理论，指导实践，

再提出新问题，循环往复，接着

往下走依旧是绵延不止的道路。

李剑叶接受采访的那个上午，

是冬奥开幕式过去的第三天。几

天前，他还接过自己亲手设计的

火炬，亲吻它，举着它跑过北京

的赛道。

“我相信通过冬奥会开幕式，

全世界的人一定愿意更进一步了

解中国，同时也会更喜爱中国。

而中国设计，在功能和体验之外，

它所具有的情感传递和文化表达

能力也一定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溢彩。”

李剑叶常常问自己，“拥有

中国性格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 这需要长时间的一步一步

的探索。在未来，他还会跑过很

多个人生的赛道，在诗词与山海

间，用一生去回答这个问题。  

不断完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