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幕式创意新亮点多

手手相传的五星红旗、晶莹剔透的冰

雪五环，并肩同行的世界青年、笑容灿烂的

冰雪健儿……中国，带来了一场令世界难

忘的冬奥会开幕式。

2008 年的夏天，中国为世界奉献了一

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如今，当奥运

之火再次点亮鸟巢，当奥林匹克运动发出

“更团结”的召唤，中国，以一届如期开幕的

冬奥盛会，向世界展示着“言必信、行必果”

的担当。

那欢迎四海宾朋、遥望冰雪五环的“中

国门”，那遍览壮阔山河、展示中华之美的

“中国窗”，那祝福吉祥如意、传递友爱和平

的“中国结”……当中国之美与五环之美相

拥，世界看到了一场创意无限、美不胜收的

开幕式，也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发、自信从容

的中国。

立春，虎年。从欢快的广场舞到“过年

好”的祝福，中国送给世界的温暖与友谊，蕴

含在一个个细节中。每个引导员所戴的“虎

头帽”，图案各不相同；演唱开幕式主题曲《雪

花》的孩子们，穿着传统剪纸图案的服装，上

面写着“和平”与“福”的字样；迎接各参赛代

表团入场的志愿者所佩戴的口罩，印有中英双语的“欢迎”字样……

开幕式上的这一幕，尤为令人感慨万千——从“50 后”到

“00 后”，当 7 位不同年代的火炬手出现在场地中，一棒接一棒的

火炬传递，仿佛浓缩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奋斗历程。

1980年初登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赛场，中国冰雪运动员，还在丈

量着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多少差距；如今张开双臂，迎接全世界的冰

雪运动选手来到北京，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

克格言，展开全新的中国实践。

从梦想初萌到“双奥之城”，从张大眼睛打量世界到相约“一

起向未来”，从冬奥赛场的荣耀时刻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广阔场景，中国与奥林匹克一路同行，一路播撒希望和奋斗

的种子。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中国在

冬季运动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开启了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

从这里出发，新的希望正在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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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冬奥会大幕拉开，北京成为

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张艺谋也成为

首位双奥开闭幕式总导演。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一场精彩的开幕

式令世界惊叹。14 年之后，奥林匹克之火

再度在北京燃起，为一届“简约、安全、精

彩”的奥运盛会拉开序幕。

张艺谋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立足未

来，强调“人类的、共同的”，希望展现新时

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传递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办 赛 要 求 是“ 简 约 、安

全、精彩”，开幕式也以此为标准。时长和

参演人员相比 2008 年有了大幅度缩减。“在

鸟巢这样的大型场地呈现出具有现代感的

表演，难度很高，需要科技手段，不断演练

磨合，是个复杂的过程。”张艺谋说。

“空明、浪漫、科技含量高、具有现代

感”，张艺谋概括出了几个关键词。“燕山雪

花大如席”，他用一句古诗形容，“一朵雪

花”的故事贯穿整个开幕式——从倒计时

短片、参赛代表团引导牌、演员服装、和平

鸽放飞到主火炬台，都有“雪花”元素。

“希望通过一朵雪花来传递人类共同

的情感。大家相聚在北京，共同组成一朵

璀璨的雪花，‘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主题

跃然眼前，也表达了‘一起向未来’这样共

同的情感。”张艺谋说。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放 飞 和 平 鸽 环

节，数百名儿童手持会发光的“白鸽”在场

地嬉戏玩耍，踩出雪花“脚印”，呈现出一

片浪漫、温馨的场景。“这里没有表演，没

有编排，而是任由孩子们在场上表现出自

由、轻松的状态。”张艺谋说，“这样的节目

形式体现出观念上的改变。”

开幕式体现大众参与，是导演团队创

意的亮点之一。在“致敬人民”环节，数十

名年轻人走上舞台，几百张照片构成的影

像长卷随之展开。“这是非常简约的创意，

不 是 表 演 ，但 能 留 下 比 表 演 更 深 刻 的 记

忆。”张艺谋认为，无论是开闭幕式，还是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格言，人永远是重点，包括人的精神面貌，

人的内心和情感。所以开幕式表演更关注

大众的参与，没有邀请专业演员，而是让普

通人登上舞台。

一向善用中国元素的张艺谋，将“中国

味儿”充分融入了细节中。运动员入场式

上，引导员举着的引导牌，造型融合雪花与

中国结；志愿者服装上点缀着中国民间剪

纸图案；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们身着

虎头图案服饰，脚穿虎头鞋……

在开幕式仪式中，主火炬点燃的方式

向来是展现创意的重要环节。张艺谋用

“ 大 胆 、独 特 ”来 形 容 这 次 点 火 仪 式 的 设

计。“点火的方式乃至火炬台的呈现，是我

们最大胆的一个设计和变革。”他说，“我们

的主火炬台就是现场多次出现的雪花台，

汇聚了各参赛代表团的名字。”

在现场，最后一棒火炬一直保留在雪花

台上，将“微火”的画面呈现给世界。“考虑到

低碳环保，也体现点火仪式的新意，‘微火’

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一项创举。”张艺谋说。

图①：2 月 4 日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的“构建一朵雪花”环节。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②：2 月 4 日 晚 ，迪 妮 格 尔·衣 拉 木

江（左）、赵嘉文将火炬嵌入雪花台。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一朵雪花 传递共同情感
—专访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本报记者 季 芳 王 亮

开幕式上这一幕，直抵人心。

鲜艳的五星红旗，进入国家体育场，经分列两行的 100 多

名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人物、56 个民族的代表手手相传，在全

场观众的深情注视下，高高升起，在夜空中飘扬。

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独具匠心的一个环节，传统的

国旗入场仪式改为由群众代表传递护送，神圣的使命、真挚的

情感，在这一刻尽情展现。

参与传递者，来自不同领域。航天英雄景海鹏、全国劳模

许振超等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陈碧华，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青年教师。虽然年纪不大，

但她的履历可不简单。2015 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年仅 20 岁的

她获得时装技术项目铜牌，设计、制版、制作、装饰，全部一个人

完成。在开幕式上承担重要角色，陈碧华倍感光荣，“这是我一

生的荣耀。”

国家射击队飞碟教练员王晓，与项目结缘 40 多年。飞碟

比赛在室外进行，常年风吹日晒，王晓说：“并没有觉得苦和

累，坚持的动力是喜欢和责任。”多年来，他培养了众多优秀运

动员，“国家培养了我，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王晓说，今后还

要继续努力，力争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

这一幕 直抵人心
本报记者 王 亮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2 月 4 日夜，中国“00 后”冰雪运动选手

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和赵嘉文共同高举火

炬，成为北京冬奥会最后一棒火炬手。

他们的身后，象征着 91 个参赛代表团团

结、汇聚的雪花台散发出耀眼光芒。在全场

观众注目下，“飞扬”火炬嵌入雪花台——绚

丽的焰火漫天绽放，这一刻，鸟巢沸腾了。

当晚，奥林匹克之火在国家体育场内经

过了 6 棒传递。

第一个高擎火炬跑进会场的，是 1980 年

首次参加冬奥会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

旗手赵伟昌。在他看来，“国家强盛、民族兴

旺，能在家门口传递火炬，是巨大的荣誉。”

前短道速滑运动员李琰作为第二棒火炬

手，一边前行，一边向全场挥手致意。退役后，

她曾带领中国短道速滑队走过 3个奥运周期，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创造揽下 4金的佳绩。

随后，杨扬点燃火炬。作为中国冬奥会首金

获得者，同时是北京冬奥

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她

见证着冰雪运动在中国

的发展壮大。

第 四 棒 火 炬 手 苏

炳 添 代 表 着“ 突 破 ”。

他在 2021 年夏天刷新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

成为首位闯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队

选手。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同样是中国冰雪

运动选手的共同信念。

第五棒火炬紧握在短道速滑冬奥冠军

周洋手中。她曾在 3 届冬奥会夺得 3 枚金

牌，将顽强拼搏的身影留在冬奥赛场。

奥林匹克之火，在一代代中国体育选手

手中传递，象征着中国体育走过的奋进之路。

最终，火炬传递到冰雪运动新生代迪妮

格尔·衣拉木江和赵嘉文手中。赵嘉文将成

为首位登上冬奥会北欧两项赛场的中国队

选手，迪妮格尔·衣拉木江跨项从事越野滑

雪的时间不长，却一直为中国队刷新着该项

目在国际大赛上的好成绩。

全场灯光暗了下来，美丽的夜色中，雪

花台发出璀璨光芒，静候火炬到来。

“飞扬”火炬嵌入，雪花台旋转上升，构成

北京冬奥会主火炬。奥林匹克之火以“微火”

的形式在国家体育场燃烧，这是奥运史上全

新的一幕。

一簇小小的火苗，却拥有照亮世界的能

量，北京冬奥会为奥林匹克留下了又一个经

典瞬间。

火炬 耀亮长空
本报记者 季 芳 陶相安

当中国之美与五环之美
相拥，世界看到了一场创意
无限、美不胜收的开幕式，也
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发、自信
从容的中国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如何以最佳效果突

出现代感？这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

闭幕式主创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月 4 日夜，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给出答案：运

用大量数字科技，与美学创新融合，为观众

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巨幅“画

轴”令人印象深刻。从夏奥会到冬奥会的

14 年间，屏幕显示技术迎来进一步飞跃，

非凡的光影效果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开幕式场地中部由 1.1
万 平 方 米 的 LED 高 清 显 示 屏 构 成 ，犹 如

一块晶莹剔透的巨大冰面。地屏不仅面

积 大 ，科 技 含 量 也 很 高 ，能 够 传 递 出“ 冰

面”的千变万化，展示出视觉与人和装置

的交互。

开幕式现场，一块 LED 竖屏与地屏联

动，为观众打造出梦幻般的冰雪世界。“冰

面”流光溢彩，奥林匹克格言与空中的跳

台滑雪项目剪影交相辉映，彰显冰雪运动

之美。“一滴水墨”滴到地面，幻化成“黄河

之 水 天 上 来 ”，铺 满 全 场 ，赢 得 观 众 阵 阵

惊叹。

冰 雪 五 环 是 此 次 开 幕 式 的 一 大 亮

点。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灯光，6 名冰球运

动员与影像“冰球”击打互动。在“冰球”

反复撞击下，冰屑滚滚散落，晶莹的冰雪

五环“破冰而出”。科技范十足的冰雪五

环悬在空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选

手汇聚其下，成为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经

典瞬间。

主火炬亮相一直是观众期待的场景之

一，而此前多次出现的“大雪花”，就是北京

冬奥会主火炬台。火炬点燃如何克服低

温、大风等环境影响？火炬燃烧系统负责

人宋晓峰介绍，团队除了进行结构、燃烧方

面的理论计算，还进行了大量实验，比如风

洞实验、燃烧实验等。

“技术上的关键问题要求 100%的可靠

性，我们从 2021 年 10 月进入鸟巢以来，进

行了多次合练。从制作、安装，再到调试，

每天都是在凌晨 2 点

到 7 点进行。”宋晓峰

说，“看到最后一棒火

炬顺利燃起，还有观

众满意的神情，所有

付出都值了。”

鸟巢 流光溢彩
本报记者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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