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号

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

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作为一名从草原一路唱

到北京的歌手，我倍感振奋和

鼓舞。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只有把自

己的音乐理想、音乐事业融入

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奋斗

才更有价值。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我录制歌曲《最美的温

暖》，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务人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际，我和团队推出原创作品《锦

绣小康》，歌唱时代新气象；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之

际 ，我 演 唱 了《绿 水 青 山 歌 声

飞》《共同富裕》等歌曲，在歌声

中展现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不断奋斗取得的伟大成

就；创作《各族儿女心向党》《中

华民族一家亲》等作品，歌唱各

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

结 。 这 些 歌 曲 受 到 大 家 的 喜

爱 ，传 唱 度 比 较 高 ，同 时 在 创

作、排练的过程中，我对党、对

时代、对家乡也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

我还深深体会到，只有把

人民群众装在心里，在火热的

生活中挖掘并积累鲜活生动的

素材，我们的作品才能接地气、

入人心，富有时代气息。2019
年 我 在 广 西 百 色 参 加 公 益 演

出，当地观众自发地站起来和

我 一 起 唱 、一 起 跳 ，每 一 位 村

民 的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开 心 的 笑

容 。 这 一 幕 强 烈 地 打 动 了

我。演出结束后，我和团队创

作了歌曲《点赞新时代》，展现

人 们 在 新 时 代 阳 光 照 耀 下 的

幸 福 与 喜 悦 。 这 首 歌 推 出 后

被迅速传唱，并入选“中国梦”

主题新创作歌曲、国家体育总

局全国广场舞推广曲目，获得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在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式热场节目中，有一首我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和《点赞

新时代》一样，这首歌经常被各地广场舞爱好者选用。我曾经和

方舱医院直播连线，教医护人员唱跳《站在草原望北京》，通过他

们再教给康复中的患者，鼓励大家战胜疫情。我之所以倡导广

场舞，和一位老奶奶有关。在一次节目录制中，这位 86 岁的老

奶奶说，老伴走了以后，她一直走不出困境，后来身边的朋友带

着她一起跳广场舞，她才慢慢开朗起来，走出痛苦。这位老奶奶

的话让我深刻认识到，社会需要正能量作品。作为一名歌唱者，

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为大家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多年来我

一直致力于广场舞歌曲创作，让跳舞的人不仅感受到快乐，还

能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借此呼吁全社会关注“银发族”的

精神文化生活。为宣传健康中国战略，我已发行 3 张广场舞教

学专辑，还参与广场舞展演、线下线上广场舞教学活动等，带动

更多人一起健身，传递积极的生活理念。

我不仅是一名歌唱者，还是一名文艺志愿者，“为人民歌唱”

贯穿在上百场文艺志愿活动中。而观众听众回馈给我的，远远

多于我的付出。当我去山区慰问留守儿童时，有的孩子特意采

来一捧野花送给我，有的孩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塞到我手

里就羞涩地走开，还有的孩子把自己的心愿和祝福写在纸条上

送给我，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孩子们的纯真善良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应该为他们做

些什么。告别山区，我和团队创作了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歌曲

《山里的孩子》，希望通过这首歌给孩子们传递爱和温暖。一名

12 岁的女孩不幸患有严重眼疾，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在

失明之前见到我、拥抱我。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和女孩取得

联系，邀请她来北京参加我的演唱会，和我同台演唱，希望为女

孩增添一份面对困难的勇气，呵护女孩心中不灭的光。

这些年一路走来，有汗水、有收获，有拼搏、有感悟，我的文

艺生涯有了更坚定的方向和目标。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努力

创作更多好作品奉献给人民。就像《乌兰牧骑之恋》中唱的那

样，我愿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永远为人民歌唱。

（作者为青年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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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在火热的生
活中挖掘并积累鲜活生动的素材，我们的作
品才能接地气、入人心，富有时代气息

脱贫攻坚主题报告文学《我的青海 我

的雪原》，全景式呈现了对口帮扶青海的故

事。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青海

曾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作为青海作家，作

者辛茜从国家对口援建全局出发，锐敏地认

知和把握援青工作的重大意义。行程万里、

历时一年多的追踪采访，作者记录下所见所

闻所感所思。作品在叙事结构上注重点面

结合，帮助读者多角度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

援青事业的发展。

近 35 万字的作品，以中央第五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支援青海的部署为背

景，以北京、上海、浙江和有关中央国家机

关、中央企业的援青工作为内容，真实、具

体地反映了援建各方和青海人民的巨大努

力，以及收获的喜人成果。作品涵盖西宁

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

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

援青事业主要地区，叙述、描写、议论都颇

为精细，从而挖掘出丰富个案里的共性和

典型性。

在具体写作中，作者聚焦人物，用援青

人物串联全篇，颇具文学性。作者采访上

百人，具体写入作品的有数十人之多。《从

群山到草原》《金色德令哈》《茫茫大柴旦》

等 9 章 内 容 ，其 中 的 人 物 志 趣 性 格 各 有 特

色，都在援青工作中作出了各自贡献。作

品通过记叙个性化、典型化的人物故事，既

凸显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品格，又给出援助

帮扶的实践经验和具体成果。这种以人带

事的写法，使作品对脱贫攻坚题材的书写

生动而深刻。

“援青十多年，近千名援青人、志愿者满

怀豪情、义无反顾地来到青海，把自己的情

与爱洒在了青海高原这片奇崛浪漫又充满

艰辛的土地上。”在叙写具体故事时，作者注

重 表 现 深 蕴 于 人 物 内 心 的 真 挚 情 感 和 大

爱。来到玉树的北京援青人找到当地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都是我们的孩子”，想方

设法送他们到北京接受免费治疗。浙江援

青人徐文的父亲生前曾在拉萨支教，徐文因

工作繁忙不能给父亲扫墓，就在日记中写下

心语：“我远赴青海高原，要和您一样为人民

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作品中多有这样的

实录记叙，非虚构叙事的审美感染力由此升

腾，人物的精神形象从作品中站立起来，走

进读者的心灵。稍显遗憾的是，援青人物来

源地没有全覆盖，作品结构上略显松散，有

待加以完整和丰富。

对生于斯、长于斯并长期在青海工作的

辛 茜 而 言 ，这 部 作 品 属 于 真 正 的“ 在 地 写

作”。作者熟稔青海的雪山和草原、现实与

过往，以散文的笔触和盈溢的诗意书写当地

的自然风景、人文历史、风物习俗。这些内

容在叙事主线外，营造了相辅相成的大美青

海背景，读来耳旁仿佛回响着从天边雪域传

来的悠扬歌曲。这些如青海湖水般动人心

扉的篇章，漫溢着作者对那里山川雪原的一

往情深。

书写动人援青故事
丁晓原

《我的青海 我的雪原》：辛茜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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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演出站

在全球舞台，运用现代科技进行了一次关

于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全新艺术表

达。通过讲述“一朵雪花的故事”，把“一起

向未来”理念和“中国式浪漫”镌刻在奥林

匹 克 历 史 上 ，写 在 了 人 类 的 共 同 记 忆 里 。

作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视效总监，作为

一名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

幸福的时刻。

在此之前，我曾经参与过张艺谋担任总

导演的平昌冬奥会“北京 8 分钟”演出、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以及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联欢活动。这一路走来，

我们一直探索用数字科技手段，面向世界展

现中华美学精神，展示新时代中国面貌。实

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无数难题，比如多部门

协作以及演员、机械、舞美、编导等环节的整

体调度等，尤其是接通文化根脉，呈现独特

美学，把打磨好的创意完美落地。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展示了新时代中

国的新风采，也让全球观众见证了中国数字

科技艺术的世界级实力和水准。我在跟张

艺谋总导演以及整个团队筹备开闭幕式的

近 5 年时间里，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这件艺术

精品的打磨过程。

数字科技与中华美学有机融合

在开闭幕式这个复杂工程里，数字技术

显示出巨大优势。首先，我们采用“数字动

态脚本”，从创意初期就对开闭幕式进行等

比例、全要素数字化动态还原。开闭幕式全

程创意设计效果，都可以通过数字动态脚本

得以视觉呈现，同时这个数字动态脚本也是

现场精确调度排练的数字“沙盘”。数字动

态脚本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创意设计和

指挥调度的效能，大大降低了真人实物反复

演练带来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比如奥林匹

克主火炬“大雪花”设计了 1000 多稿，因为开

闭幕式演出围绕“一朵雪花”讲故事，因此每

一版设计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对开闭

幕式设计进行整体调整。如果不借助数字

动态脚本技术，这种高密度、高容量的创意

设计是难以实现的。

数字技术除了是“脚本”，还是“舞台”和

“演员”。比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主火炬

“大雪花”和激光雕刻“冰雪五环”等，都是数

字技术的杰作。

奥林匹克主火炬“大雪花”是张艺谋总

导演带领我们历经 3 年时间设计、一遍遍打

磨而最终成型的。“大雪花”创意源自“燕山

雪花大如席”的诗句。构成大雪花的 90 多个

小雪花是中国结造型，线条首尾相连，紧紧

相扣。每个小雪花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连

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就像中国结和橄榄枝编

织出一朵大雪花，寓意全世界人民紧密团

结。“大雪花”透明中空，通过 55 万个发光点

数字程控，点火时圣火的“光芒”从中心向外

缘逐渐发散开来，空灵而浪漫，把全人类“一

起向未来”的理念绽放在世人面前。

开幕式环节“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中

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诗句，怎么用影像表达出

来？总导演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光

做得像、只体现水的质感和力量远远不够，

我们要让每一秒的波形都像中国画。为了

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日夜研究，推翻了多个

方案，最后采用算法编程，按照中国画波浪

线条去控制，让波形每一秒的轮廓线都像国

画里的波浪。瀑布倾泻而下，乍看只觉黄河

之水天上来，细看就会发现，国画山水与物

理波浪浑然一体，与众不同，别有韵味。这

正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写实和写意的平

衡，在视觉符号中寄寓了中华美学精神。

紧接着就是激光雕刻“冰雪五环”的经

典瞬间，这是开幕式上难度最大的项目。黄

河之水倾泻而下，一方“水”从冰面缓缓升

起，变成一块晶莹剔透的“冰立方”，紧接着

24 支激光打在冰立方上，开始雕刻“光影水

墨人形”，最后雕刻出“冰雪五环”。短短几

分钟的演出集合了大量创意、科技、设备和调

度。为表现出中国文化气韵，我们用毛笔画

了上千张画，制成立体光影，人形在冰立方里

运动时，还要研究人形在 5 块屏幕上如何呈

现，才能体现冰立方通透的效果；离冰立方

100 米的 24 支激光，要紧紧跟踪图形运动轨

迹，为实现精确控制，工程师进行了复杂编

程。“冰雪五环”既是冰，也是雪，应该呈现怎

样的光泽？我们反复研讨，认为这个五环应

该有中国文化特色，具有冰种翡翠质感。

“中国式浪漫”简约空灵，实现起来却充

满挑战。整个团队抱着必胜的信念，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攻克了无数难关，向世人讲述

了一个精彩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在数字艺术赛道上跑出好成绩

从事数字科技艺术 12 年来，我一直在寻

找机会，希望通过更大的舞台，向更多人讲

述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从平昌冬奥会、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到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北京冬奥会，我们抓住每一次难得的机会，

用热爱和专业为祖国绘制光影画卷。经过

实战操作、摸爬滚打，经过与张艺谋等艺术

家合作学习，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数字科技

艺术工作者一次次迎难而上，一次次推倒重

来，一次次攻克难关，开阔了视野，锻炼了本

领，证明了实力。

参与这些大型活动的文艺演出，让我亲

身见证国家的强大，让我的情感得到升华。

我清楚地记得平昌冬奥会“北京 8 分钟”结束

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掌声雷动，作为一

个中国人，我无比自豪。还记得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联欢时，一面巨幕国旗在天安门

广场升起，我们眼含热泪唱着国歌，衷心祝

福伟大祖国。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当中国

队入场，我为承担光荣使命万分荣幸、心潮

澎湃。每次参与，都是一次自我激励和快速

成长。我感觉自己像赛场上的运动员一样，

不只代表自己，同样代表我们的祖国，在国

际艺术赛场比拼技艺、为国争光。

在这些国家项目特别是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创作中，我还学习了更多形态、更加

复杂的科技手段，获得了在大尺度空间进行

创意表现的能力。比如，这次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数字屏分辨率、帧率极高，尺寸和数

字科技工程量非常大，在奥运历史上前所未

有。与技术团队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掌

握了更多创意能力和技术手段。这就好像

以前在 A4 纸上作画，现在却是面对整个世

界作画，思维角度的丰富和科技手段的提升

是跨越式的。在雪花设计和激光雕刻“冰雪

五环”环节，我们利用多维度多线程同步编

程，实现了演员、激光、屏幕等不同介质和工

种的同步协调，实现了跨媒介艺术综合创

新，用活了这样一个 10 米高、22 米宽、8 米厚

的巨型裸眼 3D 光影装置。

参与这些大型项目创作，让我更加了解

中国文化，更加认识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能看到的是科技，“看不到”的

是文化。文化是内核，是灵魂，吃透了文化，

表现时才能神采飞扬、流光溢彩。北京冬奥

会开幕这天是立春，我们通过二十四节气短

片表达中国人对时间、对春天的理解。与此

相关，开幕式主色调除了象征冰雪蓝天的白

色和蓝色，还有绿色，以表达生生不息和充

满希望的寓意。运动员入场时，我们在“中

国门”和“中国窗”中间放进大好河山，营造

了“大美中国”的意境。大雪花、黄河之水、

光影水墨人形、虎头帽等设计，都注重审美

特色，富有文化内涵。为了把中国故事讲得

准确，我们对开闭幕式上涉及的中国元素进

行了大量论证和专家研讨，把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创作当作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视野中

的一次生动呈现。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展现中国数字科

技艺术已经站在国际前沿。我们有足够大

的市场和足够多的应用场景，有实力强大的

科技企业和高水平技术人才，更有 5000 多年

悠 久 文 明 和 无 比 丰 富 的 优 秀 文 化 可 供 挖

掘。我们完全有条件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

实现原创性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艺术创造，

在数字科技艺术这条全新赛道上跑出好成

绩，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视效

总监）

用数字科技用数字科技营造全新意境营造全新意境
王志鸥王志鸥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通过讲述“一朵雪花的故
事”，把“一起向未来”理念和“中
国式浪漫”镌刻在奥林匹克历史
上，写在了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中国式浪漫”简约空灵，实
现起来却充满挑战。整个团队
抱着必胜的信念，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攻克了无数难关，向世
人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新时代中
国故事。

文化是内核，是灵魂，吃透
了文化，表现时才能神采飞扬、
流光溢彩。为了把中国故事讲
得准确，我们对开闭幕式上涉及
的中国元素进行了大量论证和
专家研讨，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
式创作当作对中国文化在世界
视野中的一次生动呈现。

图①、图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图片分别由新华社记者杨 磊 李 尕摄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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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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