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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功采集

这束火焰，辉映历史与未来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唐骏垚 见习记者 林晓晖

6 月 15 日，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大莫角山成功采集。

初夏时节，漠漠良田，隐隐远山，鹿鸣声
声知有间，在跨越五千多年的大自然交响曲
中，采火使者成功点燃亚运圣火。

火种高举，乐声悠扬。五千多年前，充满
智慧的良渚先民选择在此开启文明的征途；五
千多年后，古老高台之上，亚运火种在此点燃。

时空斗转星移，人们的目光交汇在这束
火焰上。

文明之火

上午 8 时 50 分，以良渚文化为元素的文
艺节目——情景舞蹈音画《良渚之光》率先登
场。

悠扬而神秘的音乐声中，身着远古服饰的
表演者缓缓向大莫角山高地汇聚、起舞。他们
踩着鼓点摇动簸箕，将秧苗整齐插入脚下的土
地，还原耕作场景。良田万顷，风吹稻浪，先民
挥动石镰的劳作场景如在眼前。

借助骨笛、土埙等极具中国文化符号的
器乐，融合多媒体和现代舞台艺术，《良渚之
光》让良渚文化“活”了起来。

“整场表演蕴含多种良渚文化元素，稻作
文化、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玉文化等皆在舞蹈
中有所体现。”现场，本次火种采集仪式总导
演张晓峰介绍，为契合良渚古朴自然的原始
环境，活动的音乐和舞蹈都呈现出原生态。

8 分钟的舞蹈，以古典风韵之美表达中
国文化意识与情感境界，引领我们回溯中华
民族数千年逐步形成的悠久文明，打开通往
世界的大道。良渚先民筚路蓝缕、克服万难、
团结奋进的精神，与拼搏奋斗的亚运精神十
分契合。

上午9时整，火种采集仪式正式开始。
19 名身着白色服饰的采火使者缓步登

上台阶。一名采火使者手持采火棒，通过凹
面镜聚拢光线，成功点燃亚运圣火。随着缓
缓行进的采火使者队伍，良渚先民装束的演
员从四面八方聚拢在一起，加入她们的行
列。最后，经由交接，火种盒被点燃，又由火
种护卫将火种引入火种灯内。

数字“19”寓意第 19 届亚运会。40 多名
“良渚先民”则代表本届亚运会参赛的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追随火种，从四面八方
汇聚到一起，象征着亚洲大家庭成员，带着和
平，带着友谊，带着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信念，
共襄盛会，在亚运火种的指引下，团结拼搏、
勇创佳绩。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看
来，杭州亚运会的采火仪式选在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的核心区域大莫角山举行，意义非凡，

“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圣地，是向世人展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在这里采
集火种，寓意着良渚的文明之光，穿过岁月时
空，点燃新时代的亚运之火，象征体育精神传
承发扬、赓续不竭。”

采火仪式中，还有很多具有意义的小细
节。记者发现，采火装置外圈设计成玉璧造
型，火种盒的放置台设计成玉琮造型。

作为良渚文化研究者，方向明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

玉璧和玉琮是良渚文明的重要代表性玉
礼器。璧象征太阳的光芒，有着近9000年的
历史，良渚时期确定了玉璧的基本形制。琮
象征着神权，也反映了良渚文明的观念和信
仰，玉琮不但雕琢有神人兽面的纹样，而且都
是上大下小，外壁有四角和四个直槽，呈现出
四面八方、天人合一，以及旋转过程中的“扶
摇直上”，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宇宙观模型。

这场亚运火种采集，带着大家寻找“我们
从哪里来”，明确“我们到哪里去”，就如杭州
亚运会火炬的名字“薪火”一般，彰显中华文
明薪火相传。

希望之火

古往今来，人类总是对“火”充满了复杂
的情感。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
祖逐渐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驱赶野兽、烧烤
食物、照亮黑暗、驱散严寒⋯⋯人类早期用火
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后来这种自然力
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社
会不断进步。

照耀人类摆脱蒙昧的火，成为人类走向
希望的象征。

在良渚古城遗址点燃的新时代亚运之
火，首先体现在对杭州亚运会的希望上。

这是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举办
的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杭州亚运会的火种将穿透阴霾，点燃属于全人
类的希望之火，照亮人类团结合作的前路。

这种希望，更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年轻一
辈身上。

本次19名采火使者，由来自浙江各大高
校的学子组成。其中手持采火棒成功采火
的，是浙江传媒学院的21级学生王呈鹭。她
说：“当我举着采火棒从那条良渚先民的朝圣
之路走上来时，心情特别激动和自豪。这种
自豪源于新时代中国的强盛，也源于青年人
的担当。”

虽然火种采集仪式时间不长，但采火使
者的一颦一笑都经过了严格训练。“收获大于
辛苦。”王呈鹭说，其间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也对体育精神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在拿着采火棒那个短短的过程中，我心里想
的是亚运圣火的传承，是希望亚运火种可以
点燃激情、传递友谊。”

不仅如此，火种采集仪式上惊艳了众人
的《良渚之光》，它的精彩呈现也离不开浙江
高校学子的共同努力。

来自杭州师范大学舞蹈专业的 40 名学
生，参与了《良渚之光》的演出。“能参与这样
一场表演，对所有同学来说都是难得的机
会。”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副主任杨
欣欣说，为了让舞蹈呈现出完美效果，参演同
学从2022年底就准备着。其间，遇到过恶劣
天气，也多次更换主题，调整了千百次动作，
但大家都迎难而上，再苦再累也坚持着。

如今，在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这个特殊
时刻，这支舞不仅连接起了青年学子与良渚
古城遗址的情缘，也种下了他们对亚运、对未
来的憧憬与希望。

杭师大大一学生杨紫欣在演出结束后表
示：“作为一名舞蹈学生，能参与这样一场大
型演出，非常荣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当
代大学生，能用自己擅长的舞蹈向世界展示
中国文化自信，更加觉得自豪。”

火种熊熊燃烧的背后，展现的是中国当
代青年的责任，是浙江、中国向世界传递出的
时代新气象。

亚运之火

对国人来说，杭州亚运会还有更特别的
意义：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见证，更是中国通
向世界的桥梁。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既遵循了国际惯
例，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
彩纷呈’的办会目标。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仪
式，更寄托了国家认同、民族自豪和人民愿
景，是向世界展现国家和城市形象的绝佳窗
口。”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亚组委副秘书长李
玲蔚表示。

她记得，1990 年，第 11 届北京亚运会，
14 岁的藏族姑娘达娃央宗站在念青唐古拉
峰之下采集火种，天安门广场上点燃了中国

承办亚运的第一支火炬；2010
年，第 16 届广州亚运

会 的 火 种 采 集 仪
式，在北京居庸关
长城的北烽火台举
行，象征着人类和
平、友谊、进步的亚
运火种，在长城上
闪耀。

北京亚运会是

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拥抱世
界的勇气”是那一届亚运的关键词。20年后的
广州亚运会，“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八个字初
露大国实力，我们能以更自信、从容的姿态提
出理念与主张。

杭州亚运会“心心相融，@未来”的口号，
凸显出当下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劲实力，
面向未来共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
担当。

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杭州，主办城市改变
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 33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的突飞猛进。亚运见证了中国国力的持续上
升。

随着中国和国际体育界接轨的深入，亚
运书写更为多元，体育的意义更加深邃。如
今，我们不仅关注竞技层面，还看到更多由此
被串联起的个体，以及他们身上激发的无限
能量。

比如，当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成功，由
“亚运数字火炬手”共同参与的线上火炬
传递活动在“智能亚运一站通”平台上
同步启动。亚运数字火炬手和数字
火炬，是历届亚运会首创。这个拥有
唯一编号、永久存证、不可复制以及
不可篡改的数字火炬，将让更多人拥
有一份专属自己的亚运记忆。全球网民
不仅可以线上助力火种采集，还可以在数
字世界里参与“线上取火”，作为“数字火炬
手”将亚运之火传遍亚洲，深化亚洲多元文
明的交流互鉴。

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将打造不可磨灭的
亚运记忆。9 月 23 日，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
将向世界呈现亚运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
来自全球的“亚运数字火炬手”，都可以在数
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同频共振，共同点燃亚运
之火。

秉持智能办赛的理念，杭州亚运会
通过高科技把体育赛事和人进行融合，
将用更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打造一届人
人都可参与的体育盛会。正如本次火
种采集仪式所呈现的精神内核——以
中华文明为柱基，以奥林匹克为引导，
让历史与未来辉映，良渚与亚运交响。

亚运火种采集仪式结束后，9 月中
旬将在西湖举行第 19 届亚运会火炬点
燃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之后，火炬将
在浙江11个城市全面传递。“杭州亚运会
的火种，是文明之火、奥林匹克之火和数
字之火的有机结合。”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火炬传递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杜作锋说。

在这个万木葱茏、生机盎然的初夏时
节，在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我们期待亚
运火种点亮更多梦想与希望。

66月月1515日日，，演员在火种采集仪式前进行文艺表演演员在火种采集仪式前进行文艺表演《《良渚之光良渚之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海松潘海松 吕之遥吕之遥 摄摄

6月15日，采火使者在点燃采火棒。 本报记者 潘海松 吕之遥 摄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设计方案名为“薪火”。作为“薪
火”家族的成员，火炬和火炬延展物资都是由中国美术学院工
业设计研究院院长王昀教授担任设计指导，中国美术学院教
师包天钦、陈赟佳、谷丛联合带领团队反复修改论证后共同创
作完成。

火炬延展物资包括采火器、采火棒、火种灯、火种盒、引火
棒、火种灯箱、火炬支架等。

“薪火”家族

由底座及凹面镜组
成，和采火棒一起，利用
凹面镜对太阳光的折射
采火。采火器经过专门
的设计，凹面镜可以巧
妙地藏在底座中，方便
运输和保护，也更加美
观整体。

主要用于保存火
种。火种灯的创意源于
中国古代提灯，方圆嵌
套，头尾刻有后期玉琮
纹样，并且重点做了防
风处理，防止火种在运
输途中熄灭。

（资料来源：杭州亚组委）

用于采集火种。外观
设计理念取自良渚古饰品
玉蝉，顶部呈四射状，内嵌
易燃物便于引火。顶部的
四片翼翅相拥相簇，表面呈
自然流线型，展现了灵动的
生命力量。

主要用于展示火
种。整体造型依据火炬
造型特点，顶部造型以
水纹涟漪为设计理念，
盆身为大地，以水孕育
生命和文明的火焰。

◀ 6 月 15 日，采火
使者展示圣火。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