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锦添，著名美术指导、服装设计
师、视觉艺术家。1986年从香港理工
大学实用摄影高级摄影专业毕业，同
年被导演徐克推荐给正在筹拍《英雄
本色》的吴宇森，正式踏入电影领域，
参与过多部知名影片的美术设计、造
型设计工作，合作过李安、吴宇森、陈
凯歌等著名导演，设计过《英雄本色》
里周润发所扮演的“小马哥”等诸多令
人难忘的形象，2001年凭《卧虎藏龙》
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追求挑
战性的他经常“跨界”，近年更是跨出
艺术圈，携手安踏多次设计中国体育
代表团领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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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添

记者：很多人熟悉您、喜欢您
是从电影开始的，我们很好奇您
和体育服装设计是何时结缘的？
请您介绍下这次杭州亚运会中国
队领奖服的设计理念。

叶锦添：2004年，我负责雅
典奥运会闭幕式北京奥运会交旗
仪式的美术与服装设计工作。当
时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包括收
集历届奥运会的服装，去了解不
同国家如何在体育服装上表现自
身的民族特色。可以说从那时
起，我就对大型赛事的体育服装
设计产生了兴趣。这也是后来安
踏找我担任2020年东京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设计师
时，我欣然应邀的原因之一。

我第一次设计中国体育代表
团领奖服就是从东京奥运会开
始。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从一开始我就在思考，中国
运动员要怎样在国际上表现出中
国人的精气神。所以设计服装时，
我想追求一种“飞升”的状态，就是
穿上这身衣服要有能把人整个向
上提的感觉。另一方面，体育服饰
要体现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感
觉，所以它其实要保留一定的中立
性，元素不能太复杂，但我们又想
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一看就不
能忘记我们的衣服，那就得做出强

烈的对比来，而且是要简约直接
的、是属于中国的。所以我就以

“中”字为灵感进行设计，做了中式
唐装圆立领，领部线条一直延伸至
丹田，希望拿出符合中国人气韵和
身体结构的领奖服。

这次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延
续了这样的设计理念，沿用了东
京奥运会领奖服的原型，选择白
色、红色这样简单鲜明的颜色，采
用“中”字结构，用从腰间到腿部
的线条把视觉拉长，让运动员显
得更加高挑。这次亚运会的举办
地是杭州，我们也根据当地特色
在衣服上增加了一些杭州特色的
纹样，融入了“杭绣”技艺。

记者：从东京奥运到北京冬奥
再到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领奖服都
以“冠军龙服”为名。中国人常说

“画龙点睛”，在您看来，您参与设
计的这三款“冠军龙服”，点睛之笔
在哪里？领奖服上的“叶式美学”
对比电影里的“叶式美学”有哪些
相同之处，又有何不同？

叶锦添：如果说有什么是点
睛的那一笔，那一定是“情感”，
我们放置在作品里的情感。对
我来说，最开心的是看着更多中
国运动员穿上领奖服站上领奖
台。这三次“冠军龙服”的设计，
我们保持着一以贯之设计理念，
希望积累大众对“冠军龙服”的
熟悉感、认同感，建立一种集体
审美。但每一次我们也在寻求
进步，希望让它更加精品化、越

来越惊艳，更好地展示中国运动
员形象。

我自己界定“叶氏美学”，它
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不断寻
找、不断挑战没做过的东西，不断
尝试新项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从影视作品到体育服饰，
这种“叶氏美学”的追求是一致
的。当然，我给电影人物设计服
装是为特定角色服务，但是设计
奥运、亚运领奖服，我们要考虑不
同身材、不同年龄的运动员是否
都能穿出我们期待的感觉，它的
造型要适合每一个人，这也是这
项工作的最大挑战。但不论是在
哪个领域，我们站在世界舞台上
都得用作品说话，只有我们把自
己的作品做好了，才能在世界舞
台上唱得响亮。

结缘·体育服装
“从一开始我就在思考，中国运动员要怎样
在国际上表现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点睛·冠军龙服
“积累大众对‘冠军龙服’的熟悉感、
认同感，建立一种集体审美”

叶锦添
参与设计杭
州亚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
团领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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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次杭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冠
军龙服”的操刀企业安踏是一家区域总部位于厦门
的企业。这些年您也多次因摄影活动、电影活动到
厦门来，在您看来厦门有着怎样的城市气质？

叶锦添：我第一次到厦门是十多年前，当时是
来参加一场摄影展。金鸡奖长期落户厦门后，我来
厦门的次数更多了。金鸡奖第一次在厦门举办时，
我在厦门办了场电影艺术个展《凝望：深邃潜藏的
影像诗》，展示了我参与《卧虎藏龙》《赤壁》《夜宴》
等多部影视作品创作的手稿、服装和摄影作品。

我眼中的厦门，一直是座美丽的、有艺术气息
的城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我对厦门在文艺领
域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期待的，也希望能在厦门参加
更多的摄影活动、影视活动。

厦门·城市气质
“我眼中的厦门，一直是座美丽的、
有艺术气息的城市”

记者：电影观众看到的您最新的一部作品，是
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封神第一部》。您是怎么加入
这个项目的？作为美术指导兼造型指导，您在这部
作品中有哪些新的尝试？

叶锦添：《封神三部曲》是我参与时间最长的电
影作品，我们的设计团队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才把它每一幕的景给做出来。我第一次知道
《封神三部曲》这个项目是2016年，当时我正在美
国旧金山做歌剧《红楼梦》，乌尔善导演打电话给
我，我们在旧金山见了一面，就聊了这个项目。后
来在北京，我们又陆续接触了好几次，我感受到了
他对这个题材的宏大架构。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挑
战中国神话题材的作品，想做出具有鲜明中国气质
又和过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真正进入剧组，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很多，首
先最难的一点是如何给影片的审美定调。中国神
话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封神的故
事发生在商朝，经过代代相传，到了明代许仲琳所
著小说《封神演义》才定型，但这又是一个虚构的故
事。我们拍电影应该遵循哪个年代？如果完全还
原商朝，拍出来的会是一个部落化的电影，会很奇
怪。我们和导演一起到很多地方的博物馆考察、采
风，最后决定找一个方法把多个朝代的美学统合起
来，去建立《封神三部曲》独有的美学体系。所以可
以看到影片中有殷商的青铜器美学、宋人的山水画
美学，还有大量来自元明时期道教水陆画的灵感。
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满意的质子旅的盔甲设计，它并
没有按照商朝的服饰走，而是参考了宋代的盔甲设
计，但在其中融入了商朝青铜器的感觉，像头盔就
是青铜器，另外纹样也是非常原始的，颜色上用金
色烘托白色，营造一种高级感。

在追求中式美学的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
点，是要让中国故事有期待感，有可能性，不断找到
更好的东西去尝试、去探索，去吸引全世界的观
众。《封神三部曲》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尽力用
中国的电影工业去呈现这些中国视觉，用最中国的
方式把大家对中国神话的想象立在银幕上。

在即将开幕的杭州亚运会，厦
门元素再次引发关注。8月24日，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在
北京正式发布。由区域总部设于厦
门的安踏携手叶锦添以及中国美院
打造的“冠军龙服”揭开神秘面纱。
身为华语电影金牌美术指导，这是
叶锦添与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碰
撞出的第三次火花，此前他还参与
设计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队领奖服。

8月28日，叶锦添在线接受了本
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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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添（左）和导演乌尔
善在《封神三部曲》片场。
▼叶锦添在《封神三部曲》
片场为饰演姬发的演员调
整造型。

我自己界定“叶氏美学”，它不
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不断寻找、不
断挑战没做过的东西，不断尝试新
项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从影视作品到体育服饰，这种“叶氏
美学”的追求是一致的。

封神·东方美学
“用最中国的方式把大家对中国
神话的想象立在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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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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