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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黑框眼镜，喜欢穿黑色宽松衣服
的梁佳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有些文静，但他在
亚运会赛场上担任现场主持人和 DJ（音响
师）时充满了活力。亚运会期间，这位年轻人
火了，被网友称作“China boy”（中国男孩）。

9 月 26 日，在亚运会男篮 B 组中国香港
队对中国台北队的比赛中，梁佳瑞所在的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展示团队在中场休息
时播放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心》两首
歌，恰到好处的氛围、熟悉的旋律，带动了全
场大合唱。

而梁佳瑞“China boy”（中国男孩）的昵
称，也因那场比赛而来。当时被现场气氛感
染，他脱口而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幕恰好
被同事记录下来并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一
时间网友们纷纷点赞。在看到网友们送的称
号时，梁佳瑞非常惊喜和自豪。“很感谢大家
能送给我这个意义非凡的称号。”他笑着说。

1997年出生的梁佳瑞是河北张家口人，
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
配音/体育解说）专业，3 年前进入浙江蕞红
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体育赛事
主持人。

在亚运会赛场上，梁佳瑞的工作核心之
一就是调动氛围。音乐是他最直接的“道
具”，“我们通过音乐引导观众欢呼喝彩或者
为双方运动员加油，让大家在赛场上保持兴
奋的状态。”他说。

“拿到赛程时我们就注意到中国香港队
对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并提前预判关注
度和体展团队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梁佳瑞回
忆，团队多次讨论、调整执行流程单，其中的
重点就是选择歌曲——播放什么音乐能让参
赛运动员和观众都满意，并且能在亚运舞台
上传递大家的情感诉求。

最终，在一串长长的爱国情怀歌单中，梁
佳瑞和团队敲定了《我的中国心》《我和我的
祖国》两首歌曲。细心的团队还特地选择了

《我的中国心》童声合唱版本。“试听的时候，
这个版本一下打动了我们。孩子的声音是清
澈、真挚的，我们想用这样的歌声打动双方球
员和现场观众。”梁佳瑞告诉记者。从最后的
效果来看，他们确实做到了。

采访中，梁佳瑞一直谦虚地说：“大家看
到的是我个人，但是其实这是我们整个体展
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梁佳瑞所在的体育
展 示 团 队 中 ，成 员 大 多 以 90 后、00 后 为
主。年轻的血液，给亚运赛场带来了青春的
气息。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
滩⋯⋯”10月3日，杭州亚运会篮球男子四分
之一决赛，伊朗队对阵菲律宾队比赛前，梁佳

瑞团队调试设备时播放了凤凰传奇的歌曲
《奢香夫人》，激昂的节奏、动人的旋律，再加上
歌手的深情演唱，现场氛围一下子火了起来。

对于杭州亚运会背景音乐出圈，杭州亚
组委也曾回应，年轻人更懂年轻人。“我们试
图用有个性的方式展示年轻人的热情与活

力，这是杭州亚运会的另一面，能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亚运、了解杭州。”梁佳瑞说。

虽然是个年轻的团队，但工作中的他们
一点儿也不含糊。

赛前，梁佳瑞所在的团队共准备了 500
多首歌，包括竞赛音乐和非竞赛音乐，有符合
篮球赛场的运动风格，也有较为舒缓的抒情
风格。

准备好曲库只是第一步。“比赛过程瞬息
万变，需要我们对音乐内容、段落非常熟悉，
才能第一时间配上最合适的背景音乐。”梁佳
瑞说，曲库里的500首歌他都非常熟悉，一些
热门歌曲几分几秒是副歌，他都了然于胸。

这些也得益于梁佳瑞之前在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亚运篮球测试赛、中国大学生篮
球联赛以及其他各种篮球赛事中积累下来的
经验。生活中，梁佳瑞是个爱运动的大男孩。

“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篮球，正因为对篮
球的热爱，我选择成为一名篮球比赛现场主持
人。”他说，这份热爱让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亚运会已经结束，但亚运赛场上热血沸
腾的画面犹在。梁佳瑞说：“今后我将在热爱
的体育展示事业上做更多尝试，让更多年轻
人认识我们。”

“中国男孩”梁佳瑞：

赛场歌声，诠释我的中国心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编者按：杭州亚运会已闭幕，但不少热门场馆的背景音乐持续出圈。游泳比赛前场馆播放《千年等一回》，引发观众合唱，现场激情燃爆全网；羽毛球男团决赛中国队逆转局势之际，赛场上响
起《逆战》歌声为国家队加油助威⋯⋯这些音乐，离不开其背后的“操盘手”——体育展示团队。嗨动全场、火爆网络，他们是怎样做到的？近日，我们采访了3位体育展示团队工作人员，让我们
一起走进他们别样的亚运记忆。

游泳、田径、击剑、乒乓球、羽毛球⋯⋯杭
州亚运会结束前，一个“气氛组”的集合视频
就火遍全网，从“没有一首是白放的”赛场背
景音乐，到“不让现场冷场一秒钟”的赛事播
报，再到“一己之力点燃全场”的观众互动，视
频里各个场馆拉满的氛围感，更像精彩的场
边PK赛，网友们直呼看不够。

“亚运各个赛场都有体育展示团队，我们
在暗暗较劲。”聊起这次意外地出圈，亚运会
羽毛球场馆体育展示执行团队负责人冯亦聪
用“内卷”来形容热闹程度，还不忘补充一句，

“不过，我们绝对是良性内卷。”
作为执行团队负责人，90 后冯亦聪主要

负责羽毛球赛事体育展示与颁奖仪式前期所
有的对接与筹备工作，包括音频视频内容、互
动表演、灯光秀等。

因为团体赛上豪迈的“黄沙百战穿金甲”
古诗互动，和引发全场共鸣的接地气神曲《逆
战》，羽毛球比赛所在的杭州滨江体育馆，是
第一批体育展示出彩的场馆。冯亦聪告诉记
者，那些让观众印象深刻，被网友们热议的片
段，在团队有个专属名字：“整花活”。一次次
爆款和出圈的背后，是整个团队对羽毛球项
目的全身心投入。

“我们团队的导演是羽毛球赛场的熟人，
参加过十多次国际性羽毛球大赛，场上对音
乐的播放效果会有很好的判断。团队主管丁
冬是杭州市滨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
工作人员，本身就是羽毛球爱好者，对羽毛球
运动员、球迷群体也十分了解。”

同样热爱体育的冯亦聪，则是从上海体
育大学体育赛事运作专业毕业，亚运会前就
积累了丰富的赛事工作经验，例如北京冬奥
会、成都大运会、陕西全运会等。

今年7月，冯亦聪带着音频团队，和导演
一起参加杭州亚运会的专项培训，并从大量
热曲中精挑细选了上千首曲目放进场馆曲
库，所有歌曲经过场馆审核，最后再向亚组委
报备。

场馆曲库里还分好多个文件夹，冯亦聪
解释，赛前大家根据设想的场景对这些歌曲

做了细致分类，除了入场曲、暖场曲，还考虑
到一帆风顺、遇到逆境、输了比赛等情况。什
么时候播放什么样的相应歌曲，对团队的敏
感性和“嗅觉”都是考验。

像男团决赛李诗沣拿下关键分时，赛场
上响起《逆战》，立刻引发全场共鸣，“这首歌
之前就在逆境场景的曲库里，但结合中国队
当时在绝对逆境的情况下触底反弹，选择用

这首歌为国家队加油助威，确实是团队的突
发灵感。”冯亦聪回忆，唯一一次让团队有些
紧张的是中国女团入场前的激励，女队队长
贾一凡到工作台，特地点了一首《好运来》，当
时入场曲里并没有准备这首歌，冯亦聪和小
伙伴立即行动，花了不到一分钟时间，找歌、
制作、播放⋯⋯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石宇奇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复仇”周天
成后，赛场响起了网络神曲《我姓石》，石宇奇
本人都有些惊讶。赛后，网友们对现场选曲
一片好评。冯亦聪还从众多粉丝的回复中，
了解到石宇奇有很多“处刑曲”（主角打败对
手时用的背景音乐），他马上查阅石宇奇的自
媒体账号和羽毛球队队员的微博、抖音，进而
判断运动员是否喜欢这些音乐。一番“调研”
后，冯亦聪发现，石宇奇是个拥抱互联网的运
动员，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于是，后来在石宇
奇赢球后，现场响起了他曾在抖音上翻唱过
的《淡黄的长裙》。

“体育展示关系到赛场形象，是为了让
更多的朋友愿意走进赛场感受体育精神，并
体会我们带来的更丰满、更有趣的现场氛
围。”采访中，冯亦聪多次强调一个观点：绝
不能为博眼球、为个人出圈，去制造不和谐
气氛。

这次亚运会上，冯亦聪也留下了小遗
憾。在播放背景音乐《我姓石》的那场比赛
后，凌晨 1 时半回到家的冯亦聪看到网友们
的热烈反应，突发奇想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这
首歌的创作者，请他帮忙写个石宇奇定制版，
没想到对方回应了。“最后这首歌没有在羽毛
球赛场播出，10 月 8 号那天，我们去‘小莲
花’场馆执行闭幕式等候区的服务工作，我们
通过大屏向所有参加闭幕式的运动员播放了
这版定制款，可惜那天石宇奇不在现场。”

在冯亦聪心里，体育展示是给现场所有
人带去快乐的工作，不仅是音乐，从灯光到入
场的各个环节，大家都花了很大心思。冯亦
聪说，特别感谢场馆和组委会各层领导的支
持，“就像网友们说的敢想、敢放”，这才让大
家看到一个充满情怀的体育舞台。

“整花活”的冯亦聪：

赛况多变，总能点燃全场气氛
本报记者 朱 平

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的上空，闪光的组合动能球随着音
乐渐进错落起伏，万千光束汇聚成一片璀璨星空⋯⋯亚运会
竞技体操比赛开场的这一幕，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到过
现场的观众形容，就像看了一场震撼的灯光秀，也因此记住了
这一批最懂“拿捏”人心的“官方氛围组”。

“官方氛围组”有个学名，即体育展示团队，杭州战旗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哲峰就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
团队承担了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温
州体育场馆群以及杭州体育馆等 7 个场馆的体育展示工
作。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作为办赛情况最复杂、比赛时间
最长、产生金牌最多的场馆之一，也因为热烈的赛场氛围频
频出圈。邵哲峰告诉记者，这是 200 多人的团队筹备了一年
多的成果。

“一首看似即兴的歌曲，实际上都有体育展示团队的精
细考量。”作为制作人之一，邵哲峰肩负着 7 个场馆的创意策
划和各项统筹工作。“选择每一首歌曲，我们都会根据赛事
项目本身、运动员、不同场馆的特点策划准备。”邵哲峰举
例，观赏性强的打分类项目，比如体操，就会选取相对柔和
的音乐；而对抗比较激烈的项目，比如拳击和足球，则会采
用比较激烈的摇滚乐激发现场观众的热情。反复挑选、再
加上团队的自主创作，最后形成了一个包含 5000 多首背景
音乐的曲库。

这样庞大的工作量和制作压力都是难以言喻的，但作
为体育迷的邵哲峰甘之如饴。之前当过记者、编辑、电视台
的编导、导演还有电台的主播，甚至当过足球评论员，他几
乎把媒体的工作都体验了一遍。回顾自己的职业道路，邵
哲峰觉得，虽然和体育展示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冥冥之中似
乎都在互相走近。“体育展示，一头连着体育运动，一头连着
文化传播。”邵哲峰形容自己的跨界，就像在两者之间搭起
了一座桥梁。

体育展示工作在国内首次呈现通常追溯到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时，国内的体育展示水平已经全面
向国际看齐。随着大型赛事增多，代表比赛形象的体育展示
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次背景音乐强势出圈，让邵哲峰深受鼓舞。在他和经
历过“双奥”的同事看来，背景音乐是体育展示的重要元素之
一，它和灯光、色彩、视频、播报等组成了一个体育展示系统。

“既要展示竞赛的内容，又要展示主办城市的文化，这是一个
需要整体统筹的综合性工程。”邵哲峰说，每一个环节背后，都
有团队精益求精的努力。

为了制作介绍龙舟赛事的素材，整个团队跑了十多个地
方观看当地各种形式的龙舟比赛，他们想从溯源的角度梳理
本次亚运龙舟的文化脉络，在开场的视频介绍里帮助观众快
速了解“前情提要”。邵哲峰还记得，大家在音视频素材创作
过程中，多次登上龙舟亲身体验。“只有当你感受过自己的心
跳和龙舟鼓点的同频振动，才能创作出属于这项运动的东
西。”邵哲峰说，能打动我们自己的音乐，才能真正感染现场
观众。

邵哲峰对于体育展示的专业、精细和广阔都有着非同寻
常的执着。在他看来，一场体育展示，是一次情感互动的视听
盛宴，更是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缩影。

邵哲峰谈到，在去年9月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上，团队就首
次在全国比赛中使用了动态互动入场式，在大电影标准的开
场片头、灯光秀以及全场所有视频终端的配合下，现场观众的
观赛体验从视觉享受升级到了情感互动。

“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未来比拼的就是创意和人文。”邵
哲峰告诉记者，在这届亚运会赛场上，团队已经开始尝试。或
许有观众没有注意到，亚运会场馆在运动员出场介绍环节，播
报运动员姓名时使用的都是其母语发音。“以往更多的是用英
文，这次我们邀请每个队伍的领队来帮
助我们更准确地用母语念出运动员的名
字，让他们感受到东道主最大的诚意与
尊重。”

邵哲峰说，亚残运会结束后，自己和
团队将继续前行，更精彩地讲述更多动
人的体育文化故事。

“官方氛围组”成员、制作人邵哲峰：

体育连接文化
我们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林晓晖

梁佳瑞（右一）和团队成员在亚运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10月3日，在杭州亚运会篮球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菲律宾队战胜伊朗队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发

亚运会羽毛球场馆的体育展示团队，前排右二为冯亦聪。 受访者供图

10 月 1 日，中国选手李诗沣（右）在比赛中。当日，在杭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战
胜印度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邵哲峰（前排中）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10 月 4 日，在温州进行的杭州亚运会龙舟项目男子组 12 人龙
舟200 米直道竞速赛中，中国队获得冠军。图为中国队选手在决赛
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