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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极具诗
意的倒计时设计、晶莹剔透

的“冰雪五环”、浪漫唯美的雪花
火炬台、璀璨夺目的数字光影、独具
创意的环保点火，绘就恢宏壮美的视听
盛宴……2月4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成功举行。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等
主创团队成员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
专访，详解开幕式创意理念、数
字科技、火种点燃等鲜为人

知的幕后故事。

那些冬奥会
经典点火瞬间

解码冬奥

“不点”主火炬

张艺谋介绍说，本次开幕式
从设计之初就确定，不再过多呈
现中国 5000 年的历史和文化，
因为 2008 年奥运会已经充分展
示了自己，而这次希望从展示

“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
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情
感，描绘今天的新时代。
【“一朵雪花”展现“一起向未来”】

“有人问我开幕式最大伏笔
是什么，我回答‘是一朵雪花的
故事’。”他举例说，最开始观众
得到的礼包、倒计时短片、参赛
国家和地区引导牌、演员服装、
部分表演的背景、主火炬，都有

“一朵雪花”贯穿始终。
张艺谋用了一中一西两句话

形容——李白的诗“燕山雪花大
如席”和西方俗语“世界上没有两
片雪花是相同的”。“这是我们精

心设计的一种贯穿，每一朵雪花、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汇聚在北京，
就会成为一朵最璀璨的雪花。”

“屏幕中，AR（增强现实）雪
花在地球的映衬下同步下落汇
聚，象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雪
花遨游天际，最终飞回地屏中
心。在万众瞩目下，一个含有所
有参赛国家和地区名称、长约15
米的雪花形火种装置缓缓升起，
浪漫纯洁、熠熠生辉，闪耀‘鸟
巢’中央、直击观众内心，象征全
世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开
幕式视效总监王志鸥阐释道，

“特别是在疫情下举办的本届冬
奥会，这朵雪花讲述的不仅是

‘我’的故事，更是‘我们’共同的
未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意义，昭示全世界必须团结互
助，才能战胜困难。”

【颠覆性设计前所未有】
“这次开幕式最大的创新是

点火方式和火炬台设计，可谓百
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将熊熊燃
烧的奥运之火，幻化成雪花般圣
洁、灵动的小火苗，这一创意来
自低碳环保理念。”张艺谋介绍，
奥运火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
要象征，随着环保理念愈发深入
人心，他坚信以往熊熊大火的形
态总有一天要改变，而北京冬奥
会恰好抓住机遇。“这种改变是
颠覆性的，有时我甚至问自己是

不是离经叛道了。最终，这一方
案获得国际奥委会支持，说明无
论火焰大小，只要点燃大家的心
中之火，就是最璀璨的圣火！”

此前，历届开幕式的点火方
式都是在如何“点”上做文章，
而此次，最大的变化就是“不
点”，把最后一棒火炬直接放在
主火炬台上。“大家的第一反应
一定非常意外，观众有疑问其
实挺好，相信这种点火方式能
很好地普及低碳环保理念。”张
艺谋说。

“整场开幕式由来自各行各
业的普通群众、志愿者和运动员
共同完成，共约3000人参与。”张
艺谋说，“开幕式重在提高大众的
参与度，把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精
神风貌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国旗手手相传】
开幕式上传递国旗的人，包

括中国各行各业的代表和56个民
族的代表。他们用手手相传的方
式，表达人民和国旗之间的情感
和关系。与此同时，一名儿童小
号手吹响《我和我的祖国》旋律。

张艺谋说，国际奥委会允许
举办国在国旗入场的重要环节
有一些精心设计。“普通百姓手
手相传，看似没有什么激动人心
的表演，但最直抵人心——人民
的伟大，我们的国家就是由我们
的人民构成的。”

【致敬世界人民】
在致敬人民的环节，来自世

界各地的76名年轻人，同向同行、
并肩向前，他们走过之处，形成一
条由照片组成的影像长河，展现
全世界休戚与共、共克疫情的画卷
以及运动员为梦想拼搏的激情瞬
间。“这是向全世界人民致敬，舞台
两边的中国结象征着团结，而他们
走过舞台后，又幻化为‘一起向未
来’的冬奥口号。”张艺谋说。
【各界群众参演热场舞蹈】
“在热场环节，从 5 岁的小

朋友到大中小学生，再到 70 多

岁的老年模特队齐上阵，用百姓
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展现新时代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喜迎新
春的欢庆气氛。”张艺谋介绍，按
惯例，热场环节基本是“串烧表
演”。“但这次我们打破常规，参
演者不需要统一着装，而是穿上
自己喜欢的衣服开心表演，尽情
表达普通百姓的真挚情感，让全
世界感受欢乐祥和的中国年味
和冬奥激情。”
【山区孩子演唱奥林匹克会歌】

奥林匹克会旗入场后，来自
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们用希腊
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飘荡全
场。张艺谋说：“阜平县曾是国家
级贫困县。在党的领导下，中国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曾经贫困
的山区如今旧貌换新颜，孩子们
也戴上河北民间艺术家设计的

‘虎头帽’，站上奥林匹克大舞台，
用质朴歌声诠释‘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奥运理念。”
【萌娃上冰雪 未来的冠军】

开幕式上，萌娃们在冰雪上
大胆尝试、快乐玩耍的视频短片
极具感染力。“自去年11月起我
们开始收集这些可爱的素材画
面，加紧制作完成。”谈及创作初
衷，开幕式外拍短片组负责人李
志伟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冠军将在萌
娃中诞生，所以这部短片片名就
叫‘未来的冠军’。”

张艺谋说，本届冬奥会
开幕式不再着重展现声势浩
大、人海战术的节目，而是通
过多个创意亮点展现传统中
式浪漫和美学。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
2008 年奥运会，震撼人

心的 29 个焰火大脚印，壮观
的击缶倒计时，让无数国人记
忆犹新。而这次，二十四节气
倒计时同样彰显中国风。“开
幕式当日恰逢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春，这是完美巧合，寓意
万物生长、新的开始。”谈及创
意来源，张艺谋说，二十四节
气凝聚着中国人观察自然的
古老智慧，展现春夏秋冬时节
更替中的如画江山，饱含冬去
春来、欣欣向荣的诗意气韵，
蕴含中国人的生命观、价值观

和宇宙观。
“在展现方式上，我们将

每个节气选取一种代表性意
象，配以或唯美、或动感的冬
奥和冰雪画面，与奥运主题紧
密契合，实现古今相通、耳目
一新。”开幕式视觉艺术总设
计蔡国强举例说，“提到清明，
大家都会想到‘清明时节雨纷
纷’，这与运动员训练时挥汗
如雨有某种相通之处，节气的
风物意象与冬奥紧密相扣。”

对于二十四节气能否为
外国观众所理解，张艺谋坦
言，他也曾有忐忑。“我们反
复斟酌，尽量用外国人看得
懂 的 方 式 阐 释 节 气 的 意
义。艺术是共通的，要坚持
文化自信，相信外国观众能
够感受到我们想传递的唯

美意向。”
【“立春”呈现“天人合一”】

冬去春来。倒计时短片
结束时，一段以“立春”为主题
的表演璀璨登场，数百名演员
手持发光杆营造光影互动的
美感，寓意春天的花朵在纯净
的地屏“冰面”上绽放。

“每一根发光杆在‘冰面’
映射出层层绽放的花朵纹理，
象征春的勃勃生机。天空中
出现绿色的‘立春’字样焰火，
让‘春来到、万物苏’的振奋和
力量直冲云霄。窗格内柳条
摇曳，在裸眼 3D的立体效果
中，观众如同置身绿意盎然的
江南园林。”王志鸥详解道，该
节末尾，一朵蒲公英缓缓飘扬
在场中，场地一侧的儿童轻轻
一吹，种子随风飘散，逐渐升

空，幻化成璀璨焰火，完成了
由裸眼视效到物理空间再到
实境表演三者的完美结合，与
此同时联动焰火表演，实现了
由“地”到“人”再到“天”的观
念延续。
【“冰雕中式门窗”开门迎客】

“约50分钟的奥运会入
场式环节必不可少。如果没
有巧思，观众势必感到冗长乏
味。”王志鸥介绍，为此视效团
队在竖屏的“中国门”和地屏
上运动员的行进路线上特别
设计冰雕中式门窗纹样，寓意
开门迎客，地屏窗外则轮播中
国一年四季的大好河山。

张艺谋说：“我们的门窗
纹样大概变化了三四十次，
体现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
丰满感。”

开幕式上，巨型“冰面”
地屏、闪亮“冰雪五环”、AR
效果雪花等数字光影特效轮
番 亮 相 ，实 现 多 维 视 觉 效
果。开幕式灯光总设计沙晓
岚介绍，为实现逼真的冰雪
效果，整场开幕式运用实时
捕捉、裸眼 3D等多种演艺设
备和技术，其中不少为全球
首创，可以说是一项庞大复
杂的数字创新工程。“其中，
视效项目涵盖 17 个流程环
节 ，包 含 5800 多 秒 数 字 内
容，约 29 万帧，渲染时长约
2430 机时。地屏（冰 面）和
竖屏（冰 瀑）的视频分辨率
极高，总面积约 15 个 IMAX
大小。”
【奥运史上最大“冰面”】

整场开幕式中，表演者
的舞台是一块巨型光影地
屏，营造出超大“冰面”的视
效，每一秒地屏画面都在根
据节目的调整而变化，或空
灵或浪漫，呈现独特美学。

“2008年奥运会，我曾想用这
种方式，但当时的技术尚不
成熟。”王志鸥说，“如今这块
地屏成为奥运史上最大的

‘冰面’，也是开幕式最大亮
点之一，展现出中国科技和
演艺技术的迅猛发展。”

【视效团队成智慧“大脑”】
地屏制作和演艺涉及软

硬件、播控等多项课题。“我
们几乎如同开幕式的智慧

“大脑”，根据张艺谋总导演
的创意，不断优化节目的各
个环节。”王志鸥说，首先，视
效团队将所有创意内容全部
数字化，使所有主创、编导、
演员等一目了然，提高设计
和排演效率；第二，在硬件方
面，对光影屏清晰度、色温、
分辨率、附着材料等硬件参
数进行大量研究，使它既能
达到流光溢彩的效果，又能
最大限度接近冰雪质感；第
三，对“鸟巢”360度视角下的
表演不断设计研究，布设机
械装置，满足现场和电视机
前观众的视觉需求。
【“冰雪五环”设计400多版】

在“冰雪五环”展示环
节，一滴墨从天而降，逐渐幻
化为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
场地上奔流。“山水画”与“黄
河水”的观念相结合，展现了
一幅兼具传统美学与现代科
技的图景。飞流直下，奔汇
成“冰”，场地中央“一方水”
从“ 冰 面 ”中升起 ，凝 固成
冰。当其升至最高点时，由
激光点亮为冰立方。水墨动

画风格的运动人形和冬奥会
历届举办地名称在冰立方中
变换闪烁。随着冰球运动员
的挥杆，冰球冲出，冰立方在
激光雕刻效果下渐渐碎裂，
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
在冰立方中逐渐显现，缓缓
升空……张艺谋对该环节的
创意设计这样评价：“有科技
含量、有文化韵味、又有炫酷
的现代感。数字光影的‘冰
雪五环’与‘巨型雪花’交相
辉映，这是人类文明与奥运
精神的交流与对话。”

回忆该环节设计过程，
王志鸥感叹“太曲折、太艰
难”。“创意中，大到‘黄河之
水’的视觉图案设计、‘冰雪
五环’的屏幕拼接，小到如何
使‘冰立方’撞击形成的碎冰

‘跳跃’更为灵动，都需要细
致的数字设计和研究。”王志
鸥举例说，“团队先形成以项
目管理、视觉设计、多媒体设
计、装置设计等工种为构架
的研究小组，对该环节的动
态演绎制作 80 余版，设计效
果图400多版，完成动态视效
内容3000多秒。屏幕中的水
流图像，是经过图像处理算
法，机器‘学习’大量中国传
统水墨画，建立水墨纹理特

征模型，以此生成风格化的
山水图像。我们将三维动画
转化为激光机需要的点位数
据，并实现快速的效果迭代，
满足创意更新需求，这是数
字科技对中国传统水墨风格
的解构与重塑。”
【大规模实时动态捕捉创纪录】

沙晓岚介绍，在“放飞和
平鸽”和主题歌演唱环节，孩
子们拿着一只只可爱的发光
小鸽子自由欢愉地奔跑，与
脚下晶莹闪亮的“星星雪花”
嬉戏互动。这一浪漫场景，
全部由人工智能动作捕捉技
术实现。

“这一表演，由视效团队
结合AI实时特效团队开发的
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
位置识别与实时图形渲染系
统完成。该系统无须表演者
穿戴任何设备，基于视频信
号即可完成同一时间内对
600多名演员的位置追踪，其
高精度、低延迟等特性使现
场直播画面更自然、更逼真、
更浪漫。”王志鸥介绍，在1万
多平方米的场地上用人工智
能技术对这么多名演员逐一
进行动态捕捉和实时互动的
表演，全世界还是首次。“这
次，我们成功了！”

【焰火用量仅为北京夏奥
会10%】

“开幕式焰火表演秉持
简约理念，时长总计仅约 3
分 钟 。 环 保 弹 药 虽 只 有
1800 发 ，用 量 仅 为 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的 10%，但更
需精益求精。”蔡国强介绍，
这次不再过多使用氛围焰
火 ，而 为 冬 奥 会 专 门 开 发

“雪花”“冰花”等多种造型
的 焰 火 品 种 ，营 造 空 中 的

“北国风光”。“同时，这次使

用的特效烟花主要产自湖
南、河北等地，均是高科技
环 保 微 烟 化 焰 火 ，力 求 环
保、安全。经过对发射药成
分的改进，焰火药剂无毒、
微烟，大大减少了烟花燃放
时对环境的影响。”

【双线立式五环寓意“双
奥之城”】

“当五环形状的焰火亮
起，观众又回忆起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那个充满激情的夏
天。”蔡国强说，“但与2008年

单线卧式五环不同的是，本次
开幕式闪耀的是双线立式五
环，有‘双奥之城’之意，颜色
更好看，造型也更饱满。”

【“迎客松”体现焰火设
计水平】

“开幕式期间，盆景状的
‘迎客松’焰火在‘鸟巢’上空
绽放，场馆与焰火巧妙结合，
既寓意欢迎全球运动员和观
众，又为新春佳节增添绿意
点缀。”开幕式焰火执行设计
及技术总监蔡灿煌介绍，“迎

客松”燃放虽然只有十几秒，
但它是所有焰火品种中试验
次数最多的。“烟花炸开时本
来呈立体四散喷射状，但‘迎
客松’造型要求焰火只能向
上喷射形成松针形状。对此
我们根据‘树干’和‘树杈’的
比例、造型高度，安排弹药发
射和炸开时间点等要素，对
传统焰火产品加以改造，并
历经多次试验，最终获得成
功，体现出较高的焰火设计
水平。”

A 从“我”到“我们”：

最大伏笔是雪花

B 从“大火”变“微火”：

为何“不点”主火炬？

C“我和我的祖国”：

开幕式最大行为艺术

E 奥运史上最大光影“冰面”：

呈现全新视觉盛宴

F 冬奥焰火：
“双线五环”寓意“双奥之城”

张艺谋及主创团队详解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詹淑
真报道：冬奥会上有许多独
具匠心的点火仪式，给观众
留下了难忘的奥运记忆。让
我们回眸往届冬奥会令人难
忘的点火瞬间，感受全世界
的奥运梦想与激情。

风险极高 别出心裁

1994 年 2 月 12 日，在挪
威 举 办 的 第 17 届 利 勒 哈 默
尔冬奥会开幕式上，跳台滑
雪运动员斯坦·格鲁本手持
火炬，从路易斯卡德斯巴肯
跳台滑雪场一跃而下，飞跃
了一百多米后降落在主体育
场内，再由滑雪运动员诺丁
尼斯将火炬传递给马格努斯
王子点燃主火炬，惊艳了世
界。这个角色原本由火炬手
奥 莱·古 纳 尔·菲 杰 斯 尔 扮
演，可他在彩排中受伤，只好
退出，可见这种点火仪式的
风险是相当高的。

在此前的火炬传递中，
也上演了别出心裁的一幕：
在 德 国 格 雷 弗 拉 特 市 的 上
空，火炬由两名火炬手跳伞
传递。这种方式是奥运火炬
传递的第一次。

面对故障 处变不惊

2010 年第二十一届冬奥
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五
名加拿大著名运动员共同将
奥运圣火点燃，其独特构思
令人称道，但点火仪式竟出
现了技术故障，最终被官方
认为“不够完美”。

彼时，四名火炬手分别
站在体育场的四角，而有“冰
上乔丹”之称的格雷茨基则
站在场地中央，安静等待开
幕式刚开始时的四根欢迎柱
缓缓升起。可经历了几分钟
的等待，最终升上来的，却只
是三根欢迎柱。因为技术故
障 ，导 致 与 第 二 棒 火 炬 手
——速滑冠军奥娜多安相对
应的一个欢迎柱未能升起。
她临危不乱，高举手中的火
炬，而让其他几名火炬手点
燃了三根欢迎柱。火光上升
的同时，将三根欢迎柱中间
的那根巨大冰柱点燃，冬奥
会火炬被点燃，奥运圣火熊
熊燃烧。

开幕式结束后，温哥华
冬奥会组委会官员承认，点
火设备出现故障，没能按照
计划进行，并赞扬了奥娜多
安的危机处理能力。

花滑名将 惊艳亮相

2018 年 2 月 9 日，第二十
三届冬奥会火炬在韩国平昌
奥 林 匹 克 体 育 场 点 燃 。 此
前，谁是接过最后一棒火炬
的 选 手 成 为 点 火 仪 式 的 悬
念 。 平 昌 奥 组 委 对 此 讳 莫
如 深 ，以 一 句“ 请 期 待 我 们
的 人 工 智 能 吧 ！”吊 足 了 人
们的胃口。

在万众瞩目中，首先进
场的火炬手是短道速滑传奇
名将全力清，她将火炬传给
了里约奥运会女子高尔夫金
牌选手朴仁妃，第三棒是著
名足球运动员安贞焕，这位
曾效力法国、德国等多国联
赛的足坛名将将圣火传递给
了 朝 韩 冰 球 联 队 成 员 朴 中
亚、郑秀贤，二人共同接过火
炬，沿着主火炬塔前的坡道
拾阶而上，共同缓缓登上主
火炬台。

直到这一刻到来时，谜
底才被揭开。只见韩国花滑
传奇名将金妍儿接过两位朝
韩 冰 球 联 队 成 员 手 中 的 火
炬，惊艳了全场。她独自站
在主火炬台上，轻巧转身，用
手中的圣火点燃主火炬台前
的一个冰雪装置，该装置被
点燃后送上主火炬塔，缓
缓点燃了主火炬塔上
的奥运圣火。

第 二
十 四 届 冬
季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开 幕 式 上
的“致敬人
民”环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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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式美学”诗情画意：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展现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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