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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窗，能看见几许景致？一扇门，能
通往多少远方？

万众期待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精彩绝
伦，充满了意蕴隽永的细节。尤其是巨型
网幕上一扇扇“江南风”的门窗渐次打开，
仿佛是一双双看向世界的眼睛，又像是张
开了一对对和世界相拥的臂膀。“相知无远
近，万里尚为邻。”当全场观众齐声吟诵唐
朝诗人张九龄的名句时，“亚洲一家，携手
同行”的美好愿望，即刻化为所有人的心
声，喷薄而出。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句响彻全场
的诗句，穿越一千三百多年的时空，回响在
钱江之畔沸腾的“大莲花”之中。亚运健儿
们未必能听懂中文，但是他们欢笑相拥的
一幕幕动人场景，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同
住亚细亚，哪怕山迢水远，依然相知相亲。

开幕环节中同声吟诵这句中国古诗，
别有深意。

与邻为亲，与邻为善，自古是中国人的
处世哲学；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中华文
化的世界观。这句诗，不仅体现着中国的
传统文化精髓，更展现了今日中国对加深
同世界各国合作交流的期待，也折射出亚
洲与世界的现实需求。这些年来，亚洲地
区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洲特色发展道
路。但是，面对百年变局、隔阂动荡，亚洲
向何处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关
于“远”与“近”的哲思、“同”与“异”的理念，
在当今理应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亚运，让我们走得更近。人越走越亲，
情越结越深。亚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
人口众多，地缘相连，经济交融，更应该多
串门、多走动。亚运会是大型综合性体育
赛事，更是一个大聚会，让我们以运动的名
义相聚相知。通过本届亚运会，运动健儿
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浙江，可以更真实地
感受浙江、中国的发展脉动。

亚运，让我们的心更近。亚洲大地，是
文明的摇篮，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体
育铺路架桥，文明交流互鉴。速度与激情
的比拼背后，是不同习俗、文化、观念的融
通和对话。“心心相融，爱达未来”，本届亚
运会口号传递出各国人民在亚运会大舞台
上心交融、意相通的蕴意，将更好地诠释亚
洲价值、亚洲观念、亚洲力量。

亚运，让我们的梦更近。本届亚运会，
亚洲 45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全部报名参
赛，这充分说明杭州亚运会是亚洲体育团
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看到了亚运精神
巨大的感召力，也寄托着面向未来、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
望。相信本届亚运会将有助于亚洲各国坚
持和发扬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
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将团结
合作、互利共赢推向更高水平。

“亿万个骄傲的声音，汇聚成一句话，你
和我同住亚细亚。”亚运的火炬，携手相传；
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愿象征着团结的圣
火，更好地燃亮亚洲、燃亮世界、燃亮未来。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逯海涛

灿烂的东方
美学、诗意的江南
意蕴、澎湃的文
化自信⋯⋯9 月
23 日的夜晚，杭
州亚运会开幕式
博得了海内外观
众的掌声与感动。

现场，在舞台灯光没有聚焦的地方，一
双全神贯注的眼睛忍不住朦胧。这双眼，
属于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撰稿人冷凇。

“开幕式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是文
学与思想的浓缩。我的首要任务，是完整、
准确、全面地对导演组以及视觉组的所有
表演创意和演出内容，进行篇章规划和更
高意义上的艺术化升级表达，撰写相关文
案。”冷凇说。

撰写出“艺术化的篇章名及节目名”、
高 度 凝 练 的“ 节 目 单 ”、电 视 解 说 词 初
稿⋯⋯简而言之，就是要用文字“表演”出
一场约2个小时的激情澎湃的盛会。

冷凇虽是80后，却经验老到。《中国诗
词大会》《非遗里的中国》《万里走单骑——
遗产里的中国》⋯⋯这些年，一众火出圈的
高质量“网红”节目中，冷凇陆续担任了总
策划、总撰稿、监制等工作。

“之前参与策划与创研的多半是大型
影视节目，其定位更多是了解社会的一扇

‘窗口’，注重故事和细节，讲究‘知微见著’；
而大型演出更能刺激创作者的想象力，更
像一个‘造梦’过程，需要‘高瞻远瞩’。两
者从氛围场景到创作理念都有巨大差异。”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冷凇

感慨，如果说，1990 年北京亚运会刮起的
亚洲雄风，是一种迫切让世界听见“我是
谁”的呐喊；2010 年广州亚运会更多的是
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扬帆起航、繁荣
昌盛；今年杭州亚运会透露的中国气场，则
是一个古老国家从容不迫的文化自信。

于是，贯穿演出之中，我们可以窥见许
多“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东方智慧。

对于一个以视觉效果为主的舞台演出
来说，文字需要发挥其锦上添花的魅力。

“文字并不是越强势越好、越多越好，而是
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冷凇想到了中国书
画艺术表现手法——留白。

“有心的观众会发现，撰稿组在现场播
报词、电视解说词以及媒体手册中，始终坚
持感性发挥，又始终保持一丝理性克制。”
他相信，这种“战略性留白”，能够兼顾美学
性、文学性、大众性，给开幕式的艺术之美
带来更好的传播。

美好的背后，是过程的艰辛。为了实
现艺术与技术的双向奔赴，也为了寻找舞
台艺术和文化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冷凇
领着撰稿团队，梳理学习了近20年里国内
外多场大型演出；100多场策划会，沟通出
多方满意的各类文案文稿；各种文字方案
至少改过30多个不同版本⋯⋯

“非常欣喜，三年前我们所提供的一些
基础创意，在今天都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升
华。”冷凇说。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总撰稿人冷凇——

文字留白，绽放精彩

吴艳是大型
活动的资深制作
人，参与过多场演
出、盛典以及运动
会开闭幕式等的
制作。不过，9 月
23 日晚，杭州亚
运会开幕式后，她

依然觉得心潮澎湃。
正值秋分时节，吴艳为这场开幕式提

炼出的关键词是“温暖”。她说：“在这个丰
收的季节，大家在开幕式上可以看到良渚
先民们庆祝丰收的情景，看到诸多具有人
间烟火气的幸福细节，我们希望以此来传
递温暖一家亲的情感。”

五星红旗入场时，所有人同声合唱；在
技术加持下，寄托着古今美好心愿的灯笼
升腾而起，充满整个“大莲花”；全场合唱

《梦想天堂》，随之近百扇“门窗”在观众席
上 开 启 ，让 现 场 每 一 位 观 众 都 成 为“ 主
角”⋯⋯“这些演出细节的设置，都是希望
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浙江向世界敞开心怀，
传达‘亚洲一家亲’的美好心愿。”吴艳说。

她告诉记者：“以往的许多演出，观众都
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次我们希望所有
观众，还能以参与者的身份，把自己的热情
和温暖展现给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观众。”

“在早期的调研采风阶段，我们就在寻
找杭州以及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吴艳
说，这里的美是多元的，但最终选择落脚于

“温暖”两个字。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
州，文人墨客吟风诵月，市井百姓安居乐
业，如今更是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给人以温暖。

吴艳表示，团队希望通过开幕式告诉
全世界，杭州、浙江乃至中国人民，如何创
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展现这些温暖的情谊。

当然，这份温暖，不仅体现在舞台演出
上，也能在幕后被感知。

“参演人员很多是当地学生，此前并没
有接触过表演，也没有任何舞台经验，把他
们培训到专业表演者的程度，难度不小。”
让吴艳感动的是，每次培训、排练时，主创
团队都能感受到大家的激情和温暖。

吴艳透露了排练中的艰辛，“许多大学
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重大活动，每个人
排练时都很认真、严谨，其间经历了暴雨、
高温等天气，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对
于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和临时的变动，也都
能很好适应。”

“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从台前到幕
后，希望把中国的温暖传递给全世界。”吴
艳说。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制作人吴艳——

人间烟火情，温暖一家亲

9 月 23 日
晚，杭州第 19 届
亚运会开幕式在
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 场 举 行 ，为 观
众 奉 上 了 一 场
视听盛宴。开幕
式总导演、总制作

人沙晓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潮起亚细亚”是本次开幕式的总主

题。“潮”，是钱塘江潮涌，是体育跃动，是浙
江精神，更是时代脉搏。

万涓成水，奔涌成潮。沙晓岚说，整场
开幕式以水为串联、潮为意向，希望展现新
时代中国像浪潮一样奔涌向前，与亚洲、与
世界交融激荡。

“水是杭州的灵魂，千变万化。它是烟
雨、是西湖、是钱塘潮、是大运河。”沙晓岚表
示，开幕式上，迎宾的“水”，展现的是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的绵延文脉；上篇的“水”，晕染
出的是诗情画意、烟雨江南的唯美画卷；中
篇的“水”，又演变为波涛奔涌、潮起之江的
动感浪花；下篇的“水”，则抒发着山水相连
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深厚情谊，凝结着“心
心相融，爱达未来”的共同情感。

在沙晓岚看来，以文化为底色，融科
技之力与艺术之美，是此次开幕式的一大
特色。

比如，从前在演出中展现水元素，会把
舞台直接搬到水上或把水引到舞台上。但
这一次，主创团队通过影像的方式，把大运
河、钱塘潮、西湖，以及绿水青山“搬”到舞台
中央，通过大量数字运算以及与音画的配合
等，让整场演出虽不见水却处处都是水。

在这次开幕式上，有我国自主研发的

3D 双威亚技术，还有裸眼 3D、虚拟影像、
AR 等技术，以及立体透视网幕、地屏等多
媒体介质，营造了“人在画中走，画在景中
游”的景象。

“多种技术加持，舞台上的演员仿佛变
成了‘可以说话的丹青’。”沙晓岚说，比如在
钱塘江潮水上旋转腾跃的双人舞蹈演员，展
现了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些东方美学独特
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借助科技的力量，更加
立体、直观。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打破了以往大
型活动实体烟花表演模式，用灿烂的电子
烟花上演了一场视觉盛宴。为尽可能还原
真实的烟花视听效果，导演组采集了多种
烟花的真实动效。“把最绚烂、最漂亮的烟
花做成数字之花展现出来，能带来不一样
的视觉体验。”

数字点火，是主创团队几乎公认的、此
次开幕式中技术与艺术相融的最大亮点。

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中，点火仪式一直是
高光时刻。“创意阶段，我们梳理了历届国内
外运动会的点火方式，发现各种各样的方式
都出现过，但它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个体
在点火。这一次，我们想回归体育的本质，
即强身健体、全民参与。”于是，团队策划了
一场万众参与、数实联动的点火仪式。

当晚，上亿人次线上数字火炬手的“小火
苗”，汇聚于钱塘江上，形成一个具象的“数字
人”，踏着钱塘潮涌，奔向“大莲花”，和最后一
棒火炬手汪顺相遇，共同点燃主火炬塔。

尽管已经排练了许久，但当真正点燃主
火炬塔的那一刻，沙晓岚坦言自己依然很激
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正是科技的迅速
发展，让这个设想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

（本报记者 沈听雨）

总导演、总制作人沙晓岚——

艺术和科技的双向奔赴
“能为在家

门口举办的这场
盛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我感到无
比的骄傲！”

9 月 23 日
晚开幕式结束，
记者立刻电话联

系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崔巍。她
是浙江培养成长的文艺工作者。于她，亲
眼见证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在
杭城启幕，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开幕式上，良渚古城的金色稻浪，凸显
宋韵文化的青绿山水画卷、震撼澎湃的钱
塘江潮等浙江元素，向世界展示着杭州的
历史底蕴和精彩故事，作为浙江人的自豪
感从崔巍的心底升腾，那是一种巨大的情
感满足。

“亚运会在杭州举办，当然要体现杭州
韵味、浙江特色。与此同时，这些元素展现
的也是中国风范。”崔巍说。良渚代表中国
厚重的历史文化，钱江潮寓意体育的拼搏
精神和国家的发展势头⋯⋯崔巍认为，这
场文艺演出可以从更高的层面解读：从浙
江看到中国。

此次亚运会开幕式，也是崔巍艺术理
想的一次实现。

“当初《遇见大运河》使用的全息投影
和动捕技术，只在小范围的舞台内维持了

几分钟。而这次开幕式的 3D 效果呈现，
是在大型体育场内贯穿始终。”

回忆过往，虽然有许多因科技而更加
精彩的难忘时刻，但依然有许多艺术理念
无法通过科技完全实现。崔巍认为，本届
亚运会开幕式是其创作生涯中“科技含量
最高，艺术与技术结合最紧密、最完美的一
次演出”。

还有亚运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上
亿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火炬手”，在虚
拟空间共同“点燃”亚运圣火。崔巍第一次
在测试现场看到这一场景时，仿佛看到的
不仅是一个数字影像，还有影像背后亿万
真实的人，“点火仪式以一次文明与科技的
结合，诠释创新之力，让亚运精神在互联网
时空薪火相传”。

看着一幕幕设想变为现实，崔巍和团
队成员都感受到一种属于艺术创作者的成
就感。

“感谢杭州，赋予这场开幕式如此美好
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运动之美、科技之
美。”崔巍说，为世界献上一场科技与艺术
融合的盛大演出，是杭州作为创新活力之
城的底气。

“如果亚运会不在杭州举办，我可能无
法参与这样一场重大而又具有非凡意义的
演出，感谢我的家乡，感谢浪漫唯美又充满
活力的杭州。”崔巍说。

（本报记者 李娇俨 严粒粒）

副总导演崔巍——

这场演出，从浙江看到中国

视听盛宴，是这样诞生的
——本报记者专访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主创人员

9月23日，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