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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瞬间间

这一刻，千年运河缓缓流淌进了场
内，10 艘“宋韵主题船只”陆续出现，穿
行在水波之上。

仔细看，每艘船都有着不同的主题：
茶、伞、丝绸⋯⋯画面流转，网幕上影印
出全景立体影像构筑的拱宸桥，一岸连
接古代，一岸通往现代。

“那些船只都是我们按照宋代时期

的商船样式设计的，每艘船里放的东西
不一样，演绎的主题也会有所不同。”舞
美设计工作人员任兴华说，开幕式团队
前期去了杭州各地调研采风，也专门前
往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

身穿宋代服饰的演员们，拿着红灯
笼出现，布满整个舞台。他们舞姿整
齐，呈现出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宋代图

景。寄托着美好心愿的灯笼升腾而起，
溢满整个大莲花场馆，融汇为点点星
河，流向远方。

杭州师范大学大二学生薛继贤和高
子荃，扮演的便是提灯人。“这次约有
300 多人带着灯笼上台，最难的就是每
个人在舞台上的动作要做到整齐协调，
我们在配合默契度上花了很多时间进行

排练。”
在他们看来，尽管是并不起眼的群

演，但从妆造上也能看出团队的用心。
在《国风雅韵》篇的最后一章里，杭

州的历史缩影与现代繁华，就这样通过
一座裸眼3D的拱宸桥连接在一起。

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了一次古今文
化的对话和穿越。

一座拱宸桥，勾起古与今
本报记者 朱 平 沈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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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住在天堂⋯⋯”23日晚，在“大莲花”上空
响起的《梦想天堂》，像是一位亲切的老朋友，与每个杭州人
促膝长谈，把杭州介绍给全世界。

按照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总制作人沙晓岚的说
法，这首歌太朗朗上口了。出现在开幕式文艺表演尾声、火
炬入场前，也足以看出《梦想天堂》所带来的“共情”分量，当
天籁般的童声响起，全场观众情不自禁跟着合唱。

除了开幕式文艺表演，《梦想天堂》也是暖场表演环节
的压轴曲目，在几万人的体育场里，为了能更有都市感，有
更多温暖人心的感觉，《梦想天堂》的词曲作者应豪邀请音
乐人徐赫力重新编曲。当千名演员手持荷花齐聚“大莲花”
场馆中央，西湖之美、江南之美跃然眼前。而“荷”与“和”

“合”谐音，恰是杭州这片土地独有的浪漫与厚重，更是中华
儿女赠予世界的美好祝福。

7月底，应豪第一次跟沙晓岚碰面，沙导开门见山：“经
过讨论，大家都觉得《梦想天堂》非常适合在开幕式上演出，
因为它是这座城市共同的记忆。”

确实如此，从创作诞生到登上亚运会开幕式，《梦想天
堂》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1995 年，第一版《梦想天堂》
诞生；2002 年，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举办时改版，这也是
传唱最广的一版；2016 年，G20 杭州峰会的举行，有了全
新的“巴萨诺瓦”英文版；现在，登上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
又有了全新版本⋯⋯所有这些版本里，唯一不变的是杭州
隽永经典的底色。

今晚唱响的这首改编版《梦想天堂》，由几位年轻人领
唱，也有身边朋友问应豪，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自己不
唱？应豪笑了笑：“唱了 20 多年了，我也希望能有年轻一
代能接过这份情怀，用他们的演绎，来体现新杭州的风采
与活力。”

梦想天堂激发梦想
钱江晚报记者 陈宇浩 本报记者 何冬健

这是9月23日在开幕式上拍摄的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演员每踩一步就从地屏上显现水
花，全景立体影像构建的拱宸桥、似在眼
前喷薄而出的钱塘潮水，让人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几乎应用到
了开幕式的各个环节。

“放眼历届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杭州
亚运会对裸眼 3D、AR 等技术的运用，
在使用频次上应该说是最多的。”杭州亚
运会开幕式视觉总设计刘猛说。

这背后，是团队 70 多个视觉特效
师夜以继日进行设计、更新、润色。“工
作量非常庞大。”刘猛表示，一个约 4 分
钟时长的节目，从制作到与现场包括网
幕、地屏和演员、道具等配合，渲染生成
一遍完整的视频，就需要约 4 天左右的
时间。

整场开幕式从创意到实现，视效团
队用了3年半。“光是前期筹备，就花了2
年多时间。今年6月底，团队进驻‘大莲
花’，开始了和其他组的配合，每天都在
更新调整。哪怕临近开幕，我们也在不
断修改细节，希望更加精益求精。”视觉
总设计张玲玲说。

潮，是此次开幕式的特色。秋分，也
是观潮的好时节。

我们看到网幕和地屏上，交叉潮、一
线潮、回头潮、鱼鳞潮等钱塘潮此起彼
伏。这些写实的潮，让观众大呼“太真实

了”。
团队前期通过航拍等方式搜集了各

个季节钱塘江潮水的不同状态，有的波
涛汹涌、有的平静恬淡。拥有了大量素
材之后，他们对潮水的流动和翻涌用精
准的“数字流体解算”技术进行计算，把
钱塘潮运动的速率，甚至打到岸边再回
来的速度等，都做了精确的测算，并做了
超高比例的还原。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希望把真正的
钱塘潮“搬”进“大莲花”。

张玲玲表示：“前期设计时，基本每
个月都要改很多版本，到开幕前已经改
了有一两百版。”

在视效团队看来，实现裸眼 3D 的
另一个难点还在于测试观看角度。刘猛
说：“在可容纳 8 万多人的场馆里，观众
在不同位置看舞台的视觉效果是不一样
的，我们需要通过各个点位的测试，找到
最佳视角，再去推算出怎么样的呈现方
式才能照顾到更广范围内的观众。”今年
3月，团队就早早来“大莲花”做过测试。

当然，要呈现出身临其境的效果，现
场的全景立面网幕和数字地屏，也是必
不可少的重要载体。

开幕式当晚，让观众纷纷赞叹的吉
祥物“江南忆”破水而出弹奏“数字钢
琴”、钱塘潮褪去后生成的壮观的“大地

之树”“白鹭精灵”背后美轮美奂的星空，
都是通过网幕和地屏来显现的。

“现场的网幕有185米长，就像是一
层纱，离远了看是透明的，它和 6000 多
平方米的地屏共同组成了一个三维空
间，让裸眼3D等视觉效果更加震撼。”开
幕式团队视觉硬体组负责人刁景升说。

安装网幕和拼接地屏并不容易。刁
景升表示：“我们把这块大网幕拆分为好
几块后，通过威亚一点点拼接起来，地屏
也是一点点拼接，花了一个多月才搭建
完成。”

这是历届运动会开幕式舞台上最大
的网幕装置。考虑到“大莲花”本身的承
重受限，网幕在选材时需要更加轻盈。因
此，材料和制作都由团队自主研发完成。

2022年11月和今年3月，刁景升就
和团队成员前往“大莲花”进行了两次测
试。他们发现，由于风的影响，网幕在安
装 到 离 地 面 20 米 的 位 置 时 ，会 发 生
晃动。

他说：“为了让开幕式达到最好的视
觉效果，网幕和地屏的画面需要密切衔
接，因此，网幕的下方并没有用绳索固
定。最终，团队找到了场馆内最大的避
风空间，才解决了网幕晃动的问题。”

而这块占据了体育场许多面积的地
屏，其实距离场地本身的草皮地面还有

75 厘米，下面布设了风机、信号机站等
设施，用来散热、排水。

安装之外，后续的维护也是挑战。
“难度很大。”刁景升说，整块网幕有近
300 万个像素点，一旦其中有个别像素
点发生故障，就会造成画面的不完整。
每天都会有60个人详细检查，确保每个
像素点不出故障。

同样的，刁景升告诉记者：“开幕前，
如果你们来‘大莲花’，也能看到80多个
工作人员每天在地屏上踩来踩去的场
景。”

纵观整场开幕式，网幕、地屏等多媒
体介质，结合裸眼 3D 视觉特效，在“数
实融合”、全景交互中，让观众直呼“带来
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新奇的观赏体验，
营造了具有无限想象力和写意感的视觉
奇观”。

在《新潮向未来》的环节里，裸眼3D
的 视 觉 特 效 激 活 了 全 景 交 互 的 运 动
赛场。

电视机前的观众，见证了场馆上空
镭射激光构筑出 AR 虚拟半球状的数字
穹顶，仿佛一个无限变幻的巨型科技装
置笼罩在现场的运动场上，营造出震撼
的立体空间。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就是一次“艺术
与技术的双向奔赴”。

天地为幕，让我们身临其境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开幕式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