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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瞬瞬间间

上一刻，舞台上的表演者合唱《梦想
天堂》，用流行音乐的演唱技巧唱这一首
杭州市歌。

下一秒，一出越剧戏歌《忆江南》响
起，越剧《牡丹亭》的柳梦梅和杜丽娘、

《西厢记》的张生和崔莺莺开演自己的
“专属剧目”，袅袅吟唱“江南好，风景旧
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这句诗，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
《梦想天堂》和《忆江南》两首曲目的结
合，一同唱出了对杭州的赞美。

这是第三篇章《携手同行》中一幕生
动的混搭演出。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李霄雯在现
场“反串”柳梦梅。她说：“在杭州亚运会
开幕式这么一个大舞台上亮相，这一份
荣誉属于所有越剧演员。不过，在家门
口的国际盛会上，我们将传统越剧作了
一些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的改编。”

越剧起源于浙江，是我国第二大剧
种，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不

过，越剧戏歌《忆江南》的创作还化用了
苏州评弹的元素。

从先秦萌芽期到汉唐百戏、宋金院
本、元杂剧及明清传奇，中国的传统戏曲
发展出近 400 个剧种。越剧相对年轻，

是一直在创新中传承的剧种。
2006 年，在越剧百年诞辰之际，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在老版基础上推出新版
《梁祝》，在尊重经典唱段基础上，不仅充
实了剧情和唱腔，还将大家耳熟能详的

同名小提琴协奏曲融入其中，并借鉴现
代舞蹈语汇，丰富了传统程式动作。新
版《梁祝》上演后，获得诸多国家级奖项，
收到来自各大国际艺术节的邀约，展示
出当代越剧的艺术魅力。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把越剧之美展
现给世界，让更多外国友人了解来自浙
江的越剧，喜欢上浙江的人文风情，也让
更多年轻人爱上越剧这个传统又时髦的
戏种。”李霄雯说。

亚运会是全亚洲的盛会，是各国文
化的交融。在这场开幕式上，除了“音乐
剧+越剧”的精彩演绎，我们还能欣赏到
同样带着穿越感的“宋韵芭蕾”。

舞台地屏上，错落有致的西湖风荷，
与网幕上细雨连绵的景象相呼应，共同
营造出轻烟缭绕的江南朦胧画境。在这
幅立体的山水景致中，数十位身着宋风
裙装的少女，踮起脚尖，翩然跳起芭蕾的
舞步。

这一刻，烟雨中，东西方之美并蒂开
放。

吟唱起舞 穿越交融
本报记者 严粒粒 何冬健

“我们的家，住在天堂，碧绿的湖水
荡漾着美丽的梦想⋯⋯”

体育场里响起了杭州人熟悉的《梦
想天堂》。歌声高潮处，观众席中近百扇

“门窗”忽然开启，此时舞台延展到了观
众席。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成为了“主
角”。

这是开幕式第三篇章《携手同行》中
的惊喜一幕。

这一刻，灯火里的开幕式现场流光
溢彩；这一刻，盏盏灯光照亮了一个又一
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为了营造更好的视觉效果，观众席
中的舞台光影也做了特殊处理。通过灯
光效果处理，原本是观众通道的门，变成
了一扇扇回字造型的窗。就像夜幕降临
中的千家万户窗前亮起的那盏灯，拂去
白日奔波的疲倦。

“这个篇章主要表现大家庭的温暖
氛围，营造万家灯火的温馨感觉。通过
不同角度的打光，让灯光呈现出内透的
感觉，更加逼真。”亚运会开幕式灯光总
设计师吴国强解释。

是的，每一扇门都是一个家⋯⋯在

这个秋分的夜晚期盼着家人和朋友前来
相聚。和着歌声，现场的观众不由自主
地开启了万人大合唱模式。

和观众的互动方式，可不止这一处，
而是贯穿了整场开幕式。

在《国风雅韵》篇章中，身着宋袍的

演员们在夜空下高声齐喊：“相知无远
近，万里尚为邻！”这份中国人极致的诗
意浪漫勾起观众内心的温暖。

而后灯光瞬间熄灭，观众看着立体
网幕投影出的巨大字幕念了起来。那一
刻，我们彼此心灵的相通可触可感。

观众席上设置了660根像素棒以及
上万根观众席灯。根据现场音乐节奏和
倒计时等节点，在数控的指挥下指定的
灯光亮起，形成相应的图案和闪动，让现
场气氛更加热烈。

当数万名观众唱响同一首歌，这
也是导演组的希冀——打造幸福家园
梦想天堂，真正体现全民参与的理念，
展现中国人团结奋进开放包容的精神
风貌。

第一篇章进入尾声时，在 AR 技术
加持下，寄托着美好心愿的灯笼升腾而
起。在这个唯美浪漫的时刻，现场观众
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输入想说的话。这句
话可能会被选中，通过数字投影的方式
出现在灯笼上。

这场开幕式，整个体育场都是舞台，
每个人的心愿汇成大家的心愿。

全景舞台 光影炫酷
本报记者 姜晓蓉

全景舞台 光影炫酷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第三篇章《携手同行》中的越剧戏歌表演。 本报记者 倪雁强 摄

身着墨色服装的国风少年，撑着伞，
围绕在周边。他们潇洒的身姿，却又透
出一股坚毅。舞台中央，绿水青山，宛如
在眼前。一名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蹈演
员拖着大大的裙摆，从山水中缓缓走出，
舞动向前。

又有一群国风少年奔跑而来，以地
为画、踏墨而舞。

文艺表演刚开场，第一篇章《国风雅
韵》，就把我们的目光拉回至千年前。

这一幕，恰是呼应了中国山水画独
有的留白之美，言有尽而意无穷。

舞美设计师任兴华告诉记者：“刚开
始做舞台山水装置设计时，团队就想到
了宋画。在实地调研、翻阅史料后，我们
决定用宋画的笔触，勾勒出舞台上的山
水，展现江南美学的精髓与中国文化的
自信。”

这种意蕴，也体现在每一位演员身
上。杭州师范大学大二学生朱俊凯，就

是其中一位。他说：“这次共有160名举
伞少年，这些伞会发出光亮，就像一个光
圈，环绕着整场演出。”

他说，虽然自己只是其中一个不起
眼的角色，要做的动作也不多，但想到能
够在如此盛大的场合中出现，为亚运会
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他依然很激动。

朱俊凯和许多同伴一样没有舞蹈
经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演出过程
中，他需要举着一把重约 3 公斤的伞，

维持静态姿势。为了呈现完美的舞台
效果，他从 6 月开始就不断练习，摆臂
的角度、姿势，脸部的微表情等，都力求
做到完美。

国风少年，又美又飒，他们心怀“国
之大者”。这也是创作团队希望通过他
们演绎的国风少年所表达的内容。

在刚柔并济的舞蹈中、青绿相间的
山水间，我们读到了千年宋韵的延绵，读
到了一股割裂不断的浩然正气。

国风少年国风少年 又美又飒又美又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听雨沈听雨

9月23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9月23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 摄

“同呼吸同感受同梦想，同爱同在同分享，用拼搏挥洒
每一刻，为胜利而欢呼，为勇气而高歌⋯⋯”

9 月 23 日晚，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开幕式现场，主火炬
装置前的舞台上，来自浙江丽水遂昌湖山乡黄泥岭村“躬耕
书院音乐筑梦班”的 12 名孩子，与全场表演者、运动员、志
愿者和观众一起，唱响杭州亚运会主题歌曲《同爱同在》。

开幕式上，这些孩子还参与演唱了《我爱你中国》《梦
想天堂》《美丽亚细亚 好大一个家》等歌曲，这也是“躬耕
书院音乐筑梦班”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孩子们登上的最大
舞台。

从今年 6 月下旬参加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表演的选拔，
到站在“大莲花”的舞台上，12名孩子一起经历了难忘的近
百天。

“笑中带泪”是孩子们对这段时间生活的描述：整个暑
假都投入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几乎天天早出晚归；在排练
间隙，孩子们还要完成作业、温习功课。

合唱团最年长的成员黄子雅是一名高二学生，她告诉
记者，尽管已经累计排练上百小时，上台前仍有些紧张。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内心充满了力
量。”

让孩子们没想到的是，筑梦班所在地湖山乡，亚运会奖
牌的名称是“湖山”，“湖山”两个字一模一样。这种奇妙的
缘分，更让远在200多公里外的湖山百姓沸腾。

家人们欢欣鼓舞。记者联系上其中一个孩子叶宇华的
母亲孙卫静，“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孩子能上电视。”孙卫静
说，电话里她的声音难掩激动。这几年，一家人的生活越变
越好，这让她感到特别有奔头。

老师们也很开心。筑梦班老师麦晓琳说，希望每个山
村孩子都能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自信。

“这是让湖山人特别难忘的一天。”湖山乡乡长潘俊告
诉记者，山村的孩子走上更大的舞台，就能看见更精彩的
世界。

山区孩子 圆梦舞台
本报记者 陈 宁 周林怡

12名孩子（后排）在现场表演。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