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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市 西 湖 区 转 塘 街 道 长 埭
村 ，春 日 的 茶 园 焕 发 着 勃 勃 生 机 。
最近，村口茶园旁的体育公园焕然
一 新 ，公 园 一 侧 的“ 亚 运 艺 术 微 空
间”尤其吸引眼球——清新明快的
各类创意装饰，洋溢着青春、运动的
气息。对村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
一个运动场地，还可以在此感受亚
运文化。

参与微空间设计的，是来自中国
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四名年
轻人都毕业不到五年，所学的专业也
都不一样。男生胡崇钦是主创设计
师，打扮时尚，学习综合设计专业的他
一听说这个项目，就拉着同学们报名
了。范天宇学的是空间环境设计专
业，朱伦威学的是色彩设计专业，姚寅
智是团队中唯一的女生，扎着辫子，眼
睛大大的，视觉传达专业毕业的她主
要负责平面视觉设计。

“体育公园总的格局都没有动，
我们用了一些轻巧的方式，把亚运
元 素 融 入 体 育 公 园 ，营 造 亚 运 氛
围 。”他 们 一 边 走 一 边 介 绍 自 己 的
作品。

今年2月底，他们第一次来到长埭
村体育公园，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特
别：公园就建在茶园旁边，风景秀美，有
篮球场和网球场，也有小朋友玩的沙坑
和滑滑梯，兼具美感和实用性。他们还
惊喜地发现，这个场地很智能，有一些
小细节很吸引年轻人。比如，手机放在
座椅上就能无线充电。为了更加深入
地了解村民们的运动习惯，他们又分不
同时段实地调研了两次，发现了一些规
律，“体育公园上午人比较少，到了傍晚
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来打篮球、网球，家
长们带着孩子玩滑滑梯、挖沙子，人气
很旺。”胡崇钦说。

经过讨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小
朋友们爱去的区域，这里的受众年龄
跨度大，风格也可以更加多元。这片
空间，大约占整个场地的三分之一。
如何在这片场地上做亚运文章？四位
年轻人动足了脑筋：“我们希望‘亚运
艺术微空间’成为一个既有时尚感、未
来感，也能让村民沉浸式体验的微展
览。”

“体育公园依茶山而建，场地空间
层次比较丰富，从低到高错落有致，有
下沉式空间、地面平台和拱形小亭，在
这样的空间做户外展览，很有挑战。”
负责建模的范天宇指着场地上的各种

建筑，回忆当时的创作过程。为了更
好地呈现效果，他在三维软件里还原
了现场，反复试验，最终决定用一条长
长的彩带贯穿整个空间，既起到了装
饰作用，也成为重要的导览路线。

胡崇钦主要负责色彩的统筹，他
的设计思路清晰：“色彩不能太复杂。
场地本身与茶山交相呼应，以茶绿色
和白色为主基调，非常清爽。”他还借
鉴了吴冠中先生的江南水乡画意境，
结合亚运色彩系统，通过点彩的方式，
把颜色点缀在展览中。

历届亚运会会徽、亚运吉祥物、
各种亚运小知识和口号⋯⋯在微展
中，随处可见亚运元素。“我们考虑
到，会有很多小朋友来这里，所以把
和亚运有关的内容做了细化，比如
亚运吉祥物的细节有什么含义，亚
运会每个大类的比赛包含哪些项目
等。”姚寅智很细致，设计海报时，她
翻阅了各种和亚运有关的资料，为
了 来 看 展 的 人 能 有 实 实 在 在 的 收
获。

经过几十轮的方案调整、三维空
间效果模拟论证和现场复核后，设计
方案终于定稿，开始了打样环节。渐
变彩条款式多样而且颜色丰富，为了
减少色差，打样的时候，朱伦威在工厂
全程跟进，学习色彩设计专业的他对
色彩尤为敏感，承担了这项重任：“要
检查每件成品，但凡有色差的都要重
新印刷，我一天要在工厂待十几个小
时。”

一个多月后，“亚运艺术微空间”
正式亮相，村民家门口的体育公园被
重新“激活”——小朋友们来体育公
园玩耍时，被憨态可掬的亚运吉祥物
吸引驻足；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运
动时，在展板前讲述关于亚运的小知
识⋯⋯

这个年轻的团队还将继续聚焦亚
运，在老年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场、商
圈广场等场地做亚运微展。近期他们
正在参与由中国美院学工部和转塘街
道策划的“亚运零距离”社区微展，胡
崇钦说，他们计划把光盘行动的内容
融入展览，传递亚运“绿色、智能、节
俭、文明”的办会理念，同时将各种时
尚的亚运元素呈现给大家。

四位年轻人为村庄体育公园“点睛”——

小小空间，满满匠心
本报记者 姜晓蓉 通讯员 刘 杨 李林峰

“你们先走，我再去拍几张，机
会难得！”4 月上旬的一天，远远看
到亚运会乒乓球馆幕墙上“挂”着四
个“蜘蛛人”，廖雄示意同行的摄友
们先走。他背上刚放下的相机包，
又跑进了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

“闲不住”是摄友对廖雄的印
象。5 年来，在杭州市拱墅区文联
工作的廖雄已经为这个公园拍摄了
十万多张照片。他的镜头中，留住
了公园从无到有、园中场馆从矮到
高的一幕又一幕，也定格了市民游
客在这座美丽的“城中公园”尽情赏
玩的温馨。

“亚运会与我们每位市民都相
关。”廖雄说，看着公园一步步建成，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
大。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内两大亚运
场馆——乒乓球馆、曲棍球馆，一个
酷似玉琮，一个宛若油纸伞。

“从我家客厅看出去，就是这把
著名的‘杭州伞’。”廖雄从电脑上调
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他笑说自己

“近水楼台”，住在公园旁。“想去拍
照，走两步就到了。”

2017 年春天，他为拱墅运河体
育公园拍下第一张照片。当年 3
月，乒乓球馆原是一片苗圃，油菜花
黄灿灿一片。几个月后，拱墅运河
体育公园地块开启蜕变之路。

廖雄是拍摄者，也是亲历者。5
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重要事情，他
大多没有错过——2021年1月，“杭
州伞”穿外衣；2022年4月1日，亚运
会誓师动员大会现场，热情舞动⋯⋯

他是个有心人。一个寻常日
子，工程正在建设中，廖雄为自己定
了 24 个闹铃，24 小时，一小时一
个。“我对着工地定好一个角度，到
点了就去拍一张，最后拼成一张
图。”作品《工地 24 小时》，在一张照
片中“印刻”了公园的白昼与黑夜，
非常难得。

除了公园和场馆建设，廖雄的
另一拍摄主题是亚运人物，“人物影
像，尤其能够表达温情和美好。”

廖雄的快门，记录了很多亚运
建设者的身影。他缓缓滑动照片，
向记者一一讲述画面背后的故事。

20 多位披着透明雨衣的工人，
正在细雨中开足马力赶工。当时，
这个画面触动了廖雄，于是赶紧拿
起相机拍了下来，“这么多人在为亚
运作贡献，记录他们的点滴十分有
意义。”

“看，工人们正在一点点编制亚
运梦。”说着，廖雄又调出一张作
品。这是他站在乒乓球馆内，从下
往上仰拍的场景。画面中，几位建
筑工人正在搭建钢架，整个框架仿
佛一张巨大的网。

“当然，公园落成开放后，更受
益的还是周边居民，我拍的是老百
姓的公园，是为我们自己

拍摄。”廖雄说，随着公园人气越来
越足，自己开始把更多镜头对准来
游玩的市民身上。

每到周末，闲不住的他就会背
起相机在公园里穿梭，一边漫步一
边拍摄。

看到一家三口在草地上铺上
一块野餐垫，

欢声笑语阵阵，“咔！”；双胞胎小朋
友一人拿个彩色风车，开心“比心”，

“咔！”；穿着摩登的情侣路边骑车，
很是拉风，“咔！”⋯⋯

仔细观察，便很容易发现，廖雄

的作品大多自成体系。他常围绕着
一个主题跟踪拍摄数年，拱墅运河
老街印象、机修车间数十年间⋯⋯

“变迁”二字，贯穿始终，亚运系列更
是如此。

翻看廖雄的亚运相册时，一段
12 秒的视频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观察到工地隔几天有变化，就
去按一下快门，把拍到的 100 多张
照片拼了起来。”为了更连贯地记
录公园“换装”全过程，廖雄在客厅
的窗边支了个机位，用胶水把三脚
架固定起来，专门用来延时拍摄。
掐着手指头算算，这组照片前后拍
了三年。

“摄影师应该做时代变化的记
录者。在摄影的时候，我会把时间
轴拉长、拉远。”廖雄说，亚运会是浙
江的大事情，很荣幸能为亚运会留
下一些影像资料。

摄影师廖雄见证拱墅运河体育公园的“成长”——

五年十万张，定格老百姓的亚运
本报记者 郑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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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刘悠悠，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她坐
在窗边的高脚凳上，正和旁边的人聊天，右腿
则腾空有节奏地晃动着。这个19岁的大学
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在不久前刚杀青
的电视剧《泳往直前》中饰演女二号顾黎——
一位同样充满朝气的体育杂志社实习记者。

这部以游泳运动为创作题材的电视剧，
由天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天堂鸟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青年演员李汶翰、徐娇
领衔主演，施展、刘悠悠等主演，历经 3 年筹
备和打磨，讲述了几位青年游泳运动员奋力
拼搏、热血追梦的故事，展现了专业运动员
真实的生活和训练常态。同时，它也是杭州
亚组委官方授权的剧目。

“我从小就在杭州长大，这一次亚运会
在家门口举行，本来就机会难得，我还有幸
能出演这部献礼亚运的剧目，更觉得非常开
心。”刘悠悠说。

今年 1 月 16 日，《泳往直前》在杭州奥
体中心游泳馆举行了开机发布会，而刘悠悠
与这部剧结缘还要追溯到更早。“在前期的
剧本创作阶段，我就参与了剧本内容讨论。”
她告诉记者，该剧的导演、编剧等主创团队
非常希望这部剧能跟当下接轨，特别是能跟
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联系。因此，她也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为剧本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比
如，剧中人物之间的一些日常对话，可以更
加简洁、轻松。

这是刘悠悠第一次参与电视剧的拍摄，
她把这段 3 个多月的经历总结为一次辛苦
却新奇的体验。她回忆道：“在宁波拍摄时，
为了尽快保质保量拍完，我们每天早上 6 时
进组，有时候要到凌晨 2 时才收工，一些工
作人员回酒店后稍微休息一下，洗把脸就又
要进入次日的拍摄了。虽然很累，但我们都
觉得很充实。”

“第一次拍戏，你为演好这个角色做了
哪些准备？”记者随即问道。刘悠悠说，她专
门观看了类似的影视剧，还实地观摩了媒体
采访场景等，希望能通过种种细节让大家觉
得剧中的人物就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刘悠
悠对自己饰演的角色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理

解，“剧中，我是一名记者，当观众通过我的
视角看到运动员的荣誉以及背后的故事后，
能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比如社会层面的舆
论对于热门运动员的心理影响等等。”同时，
她还经常剖析自己的角色，希望能演出更丰
富的层次感。比如，当她在剧中和运动员成
为朋友后，在演绎过程中，就要区分作为专
业记者和作为朋友，与运动员交流时的不同
反应。

刘悠悠初中时就去了国外读书，现在还
是一名大学生。在参演这部戏的过程中，她
也更真切感受到了亚运给杭州、给浙江带来
的改变。她告诉记者，拍戏期间，她在与一
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朋友聊天时，提到了自
己正在参演一部关于游泳的电视剧，而当她
告诉对方，这部剧还与杭州亚运会有关时，
马上得到了“太棒了，真酷”的回复。在她看
来，许多国外的朋友非常关心亚运会，亚运
会对杭州以及浙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展
示平台。她希望，当接下来再次提起杭州
时，能有更多人因为亚运而认识、了解并喜
欢上这座城市。她也期待着，这部自己参演
的电视剧播出后，能让更多人了解亚运故事
和体育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刘悠悠在戏外还是一名
专业马术运动员。她从小开始练习马术，并
将于不久后参加国内马术技术官员考试。
巧合的是，《泳往直前》中的女一号，同样也
设定为一名马术运动员，“拍摄过程中，我和
饰演女一号的徐娇也常常骑马练习，并进行
一些专业上的交流。”刘悠悠说。

不仅仅是马术，刘悠悠喜欢挑战一切新
事物。她爱画画、跳芭蕾，还考了国际帆船
运动员资格证。她随性洒脱，但却对生活有
着自己的思考和规划。“接下来，我还想去报
名杭州亚运会城市志愿者，为这场家门口的
大型赛事贡献力量，这真是一件很酷的事。”
刘悠悠说。

00后女孩刘悠悠出演亚组委授权电视剧《泳往直前》——

拍摄完成，她想当志愿者
本报记者 沈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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