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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潘薇）2022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

接近尾声，今年共收到6316

件参赛作品，两岸设计院校、

专业设计师及业余爱好者踊

跃投稿，参赛热度再创新高。

大赛评选结果预计本月底揭

晓。

“汉字创意设计的背后都

有一个故事，既有对两岸交流

的美好期盼，也有对未来发展

的思考。”在大赛线上终评会，

参与两岸汉字文化创意作品

评选的评委们纷纷感慨道。

主办方表示，围绕“福文化”的

主题设计令人大开眼界。有

的运用‘对话框’进行意向创

作，也有‘福’字二维码的创意

之举，在设定汉字寓意的框架

下，充满年轻人追求的潮流趣

味。

作为2022海峡两岸汉字

节配套活动、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重大文艺赛事

类），“两岸同福——2022两

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由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指导，海沧区

委宣传部、福建省美术家协

会、厦门大学创意与创新学

院、海西晨报社主办。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

大赛自2018年举办以来，已

成为两岸民众进行艺术探讨

交流、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平台。不少参赛者

表示已多次参与汉字创意设

计，通过比赛领略到了汉字设

计的创意多样性，进一步学

习、增进自身的水平。

近期，海沧区还将举办

“两岸同福——海峡两岸汉字

文化创意大赛作品展”，届时

将精选今年及往届优秀设计

作品、特邀设计师作品等，让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陈怀安）

12 日至 13 日，厦门市慢投垒球

联盟第二届“SSK 杯”邀请赛在厦

门大嶝中学成功举办。来自海峡

两岸的台商台青球队和来自日

本、美国外商球队、厦门大学生球

队等十来支球队，同场比拼、以球

会友。

慢投垒球活动落地厦门十多

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

见的赛事活动。近年来，各类慢

垒赛事频频在厦门登场。相对于

日前举办的中国慢投垒球企业联

赛等全国性专业团体赛事，周末

这场赛事显得相当“常态化”。不

过，参加比赛的各支队伍，仍然报

以极高热情、尽情挥洒，经过两天

的竞逐，最终翔嶝棒垒球队获得

冠军，台商金龙队摘得亚军，台商

老虎队获得季军。

来自台东县的青年王伯元

是台商猎人队的队长。他从小

热爱棒球，学生时代一直是朝着

职业队发展，接受专业训练。可

惜后来在运动中受伤，无法再朝

职业棒球发展，他只能放弃梦想

参加工作。来到厦门工作后，没

想到还能延续他的棒球梦。“以

前接受专业训练是枯燥乏味的，

在这边打棒球不一样，我的心情

是放松的，这是一种体育社交，

更能让人享受，可以跟朋友们分

享快乐。”

连续两届来参赛的“80后”

台青范国仓，2020 年从台中来到

晋江工作。抱着对垒球的热情，

他特意从泉州过来厦门参赛。他

说：“在赛场上有一种很热血的感

觉，只要来参加就觉得很棒。我

也认识很多大陆同胞，融入当地

的感觉真的很棒。”

厦门市慢投垒球联盟执行长

魏明洲告诉记者，由于疫情防控

等因素，此次邀请赛参赛队伍主

要以厦漳泉球员为主，其中多以

在闽台商台青组成。他们中有学

生团队，也有社会团体，年龄最大

超过 60 岁，涵盖各行各业的慢速

垒球爱好者。另有配套举办青少

年棒球邀请赛。大伙以球会友，

促进交流。魏明洲介绍，慢投垒

球运动在厦门经过多年发展，在

促进两岸学校交流、民间交流上

发挥了很大作用。魏明洲说：“期

待疫情能快点结束，让我们可以

恢复举办海峡两岸的棒垒赛，让

棒垒球运动在厦门能够进一步推

广出去,发扬光大。”

创意汉字讲述时代故事
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共收到6316件作品，评选结果月底揭晓

在文字艺术设计领域深耕多年的王子源直言，本届大赛让

人看到了年轻人的设计亮点，甚至也成了汉字设计领域的

“风向标”。他说：“两岸设计者以‘福’字为出发点，在设计作

品中展现两岸沟通交流的方式，背后有着深刻的设计故事

及寓意，也包含对这个时代的思考。”

以球会友 慢垒促两岸交流融合
厦门市慢投垒球联盟第二届“SSK 杯”邀请赛成功举办

“在我看来，两岸设计作品的比拼是不相伯仲的，两

岸民众通过汉字文化交流活动，既有对当下的思考，也有

对未来的展望。”战国栋说，特别是在展现文化自信方面，

大家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解读，通过参

与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也促进了两岸高校师生、

专业设计师关于汉字文化的分享与交流。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世界设计组织联合
会副主席（2015-2019）、文字艺术设计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子源

大赛成汉字设计领域“风向标”

方正字库设计总监、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中国设计师沙龙(CDS)会员汪文

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令人欣喜

AGI（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员、汉仪字库
签约字体设计师、瑞云字研创始人战国栋

两岸设计比拼不相伯仲

在汪文看来，汉字创意设计可以从“形声义”方面构思、发散思

维。他在评审过程中看到了参赛作品的表现形式多样，令人欣喜。

“我看到当下汉字创意设计的艺术表达形式，不仅有平面设计，也有立

体设计、动态设计等等，参赛者的设计很多都凸显了对文化的思考，这也

是汉字文化所展现的魅力，可以让历史沉淀，又能够焕发新生活力。”

部分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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