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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4日晚，共筑冬奥梦，共享冬奥情，2022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隆重举行。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
空，烟花绽放，场内演出精彩纷呈。历经数年筹办，
承载万众期待，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在这一刻点燃
冰雪激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次的开幕式与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有所不同，但一样令人
兴奋。”

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主席梅洛说，他对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印象深刻，这次冬奥会开幕式精彩、
隆重。“给我的印象，这次是2008年的‘升级版’。”

小朋友舞蹈的画面、鸟巢上空的烟花、日本代表
团进场的瞬间……来自日本《东京体育报》的记者小
松胜在开幕式期间不时发出声声欢呼。“今天的烟花
很好看，用明亮的绿色和蓝色点亮冬天的设计也很
棒。跳广场舞的小朋友们非常可爱。仪式简洁但美
丽，有不少中国文化元素。虽然现场比较冷，但大家
都很兴奋。”小松胜说。

“我觉得开幕式很现代化。有很多低碳元素，体
现了绿色办奥的理念，整体设计特别好。我喜欢最
后‘和平鸽’出现的环节，它们象征着和平，让我非常
感动。”俄罗斯志愿者尤利娅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尤利娅主要为来宾提供
引导及问询服务。尤利娅回忆起自己2014年在电
视机前观看索契冬奥会的场景，那时她就希望有朝
一日能够成为冬奥会志愿者，这次北京冬奥会让她
梦想成真。

第一次来中国的比利时《新闻报》记者马腾·德
尔沃在现场观看了开幕式。“2008年的开幕式盛大
壮观，这次的规格比当年稍微小一些，但它也深入展
示了中国文化元素。”马腾·德尔沃说。

（执笔记者：李典；参与记者：何磊静、王镜宇、赵
雪彤）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五环旗下 同心筑梦
多方人士称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二十四节气倒计时
创意太牛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2月4日晚，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成功举行。
开幕式伊始，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的设计向世界展示
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受到网友盛赞。

2月4日恰逢中国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春。立
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有开始之意，“春”代表着
温暖和生机。立春预示着寒冬已尽，春回大地，自此
万物更新，生机勃勃。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
也寓意着各国朋友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在倒计时环节，雨水、惊蛰、春分……二十四节
气的中英文名称在长城、天坛等中国壮美山水和人
文景观映衬下依次亮相，让人耳目一新。当倒计时
来到1时，正好是立春。

倒计时环节还融入古诗词，比如雨水节气的
古诗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分节气
的古诗词是“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清明节
气的古诗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样别出心
裁的倒计时设计非常唯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
代美学完美结合起来，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强化了广大网友的文化自信，在各网络平台收
获无数赞誉。

有网友点赞：“真的太有创意太美了，这是文化
自信，这很中国！”有网友感慨：“开幕式倒计时也
是在向世界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有网友憧
憬：“四季流转，万物新生，一起向未来！”还有网友
惊叹：“中国有24个节气，今天是2月4日，这是第
24届冬奥会，我爱我的祖国！”

除了倒计时的创意引来无数点
赞，场上引导员的虎头帽以及“雪花
中国结”引导牌，“标兵”衣服上的剪
纸、年画图案等，也都体现出浓郁的
中华文化元素，给网友们留下深刻
印象。

网友惊叹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创意：

“这是文化自信，这很中国”

□新华社记者

2月4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2022年冬
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成功举
行。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等主创团队成员
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详解开幕式创意
理念、数字科技、火种点燃等鲜为人知的幕
后故事。

从“我”到“我们”：

最大伏笔是雪花

张艺谋介绍说，本次开幕式从设计之初
就确定，不再过多呈现中国5000年的历史
和文化，因为2008年奥运会已经充分展示
了自己，而这次希望从展示“我”变为展示

“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
情感，描绘今天的新时代。

【“一朵雪花”展现“一起向未来”】“有人
问我开幕式最大伏笔是什么，我回答‘是一
朵雪花的故事’。”他举例说，最开始观众得
到的礼包、倒计时短片、参赛国家和地区引
导牌、演员服装、部分表演的背景、主火炬，
都有“一朵雪花”贯穿始终。

“屏幕中，AR（增强现实）雪花在地球
的映衬下同步下落汇聚，象征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雪花遨游天际，最终飞回地屏中心。
在万众瞩目下，一个含有所有参赛国家和地
区名称、长约15米的雪花形火种装置缓缓
升起，浪漫纯洁、熠熠生辉，闪耀‘鸟巢’中
央、直击观众内心，象征全世界人民紧密团
结在一起。”开幕式视效总监王志鸥阐释道，

“特别是在疫情下举办的本届冬奥会，这朵
雪花讲述的不仅是‘我’的故事，更是‘我们’
共同的未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
义，昭示全世界必须团结互助，才能战胜困
难。”

从“大火”变“微火”：

为何“不点”主火炬

【点火的颠覆性设计前所未有】“这次开
幕式最大的创新是点火方式和火炬台设计，
可谓百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将熊熊燃烧的
奥运之火，幻化成雪花般圣洁、灵动的小火
苗，这一创意来自低碳环保理念。”张艺谋介
绍，奥运火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象征，
随着环保理念愈发深入人心，他坚信以往熊
熊大火的形态总有一天要改变，而北京冬奥
会恰好抓住机遇。“这种改变是颠覆性的，有
时我甚至问自己是不是离经叛道了。最终，
这一方案获得国际奥委会支持。”

此前，历届开幕式的点火方式都是在如
何“点”上做文章，而此次，最大的变化就是

“不点”，把最后一棒火炬直接放在主火炬台
上。“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非常意外，观众有
疑问其实挺好，相信这种点火方式能很好地
普及低碳环保理念。”张艺谋说。

“我和我的祖国”：

开幕式最大的行为艺术

“整场开幕式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群
众、志愿者和运动员共同完成，共约3000人
参与。”张艺谋说，“开幕式重在提高大众的
参与度，把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风貌展现
在全世界面前。”

【国旗手手相传】开幕式上传递国旗的
人，包括中国各行各业的代表和56个民族
的代表。他们用手手相传的方式，表达人民
和国旗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与此同时，一名
儿童小号手吹响《我和我的祖国》旋律。

张艺谋说，普通百姓手手相传，看似没
有什么激动人心的表演，但最直抵人心——
人民的伟大，我们的国家就是由我们的人民
构成的。

【致敬世界人民】在致敬人民的环节，来
自世界各地的76名年轻人，同向同行、并肩
向前，他们走过之处，形成一条由照片组成
的影像长河，展现全世界休戚与共、共克疫
情的画卷以及运动员为梦想拼搏的激情瞬
间。“这是向全世界人民致敬，舞台两边的中
国结象征着团结，而他们走过舞台后，又幻
化为‘一起向未来’的冬奥口号。”张艺谋说。

【各界群众参演热场舞蹈】“在热场环
节，从5岁的小朋友到大中小学生，再到70
多岁的老年模特队齐上阵，用百姓喜闻乐见
的广场舞，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和喜迎新春的欢庆气氛。”张艺谋介绍，这次
我们打破常规，参演者不需要统一着装，而
是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开心表演，尽情表达
普通百姓的真挚情感，让全世界感受欢乐祥
和的中国年味和冬奥激情。

【山区孩子演唱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
克会旗入场后，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们
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飘荡全场。张
艺谋说：“阜平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党
的领导下，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曾经

贫困的山区如今旧貌换新颜，孩子们也戴上
河北民间艺术家设计的‘虎头帽’，站上奥林
匹克大舞台，用质朴歌声诠释‘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理念。”

【萌娃上冰雪，未来的冠军】开幕式上，
萌娃们在冰雪上大胆尝试、快乐玩耍的视频
短片极具感染力。“自去年11月起我们开始
收集这些可爱的素材画面，加紧制作完成。”
谈及创作初衷，开幕式外拍短片组负责人李
志伟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要从娃
娃抓起，冠军将在萌娃中诞生，所以这部短
片片名就叫‘未来的冠军’。”

“中式美学”诗情画意：

倒计时展现文化自信

张艺谋说，本届冬奥会开幕式不再着重
展现声势浩大、人海战术的节目，而是通过
多个创意亮点展现传统中式浪漫和美学。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彰显中国风。“开幕式当日恰逢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这是完美巧合，寓意万物生长、
新的开始。”谈及创意来源，张艺谋说，二十
四节气凝聚着中国人观察自然的古老智慧，
展现春夏秋冬时节更替中的如画江山，饱含
冬去春来、欣欣向荣的诗意气韵，蕴含中国
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宇宙观。

对于二十四节气能否为外国观众所理
解，张艺谋坦言，我们反复斟酌，尽量用外国
人看得懂的方式阐释节气的意义。艺术是
共通的，要坚持文化自信，相信外国观众能
够感受到我们想传递的唯美意向。

【“立春”呈现“天人合一”】冬去春来。
倒计时短片结束时，一段以“立春”为主题的
表演璀璨登场，数百名演员手持发光杆营造
光影互动的美感，寓意春天的花朵在纯净的
地屏“冰面”上绽放。

“每一根发光杆在‘冰面’映射出层层绽
放的花朵纹理，象征春的勃勃生机。天空中
出现绿色的‘立春’字样焰火，让‘春来到、万
物苏’的振奋和力量直冲云霄。窗格内柳条
摇曳，在裸眼3D的立体效果中，观众如同
置身绿意盎然的江南园林。”王志鸥详解道，
该节末尾，一朵蒲公英缓缓飘扬在场中，场

地一侧的儿童轻轻一吹，种子随风飘散，逐
渐升空，幻化成璀璨焰火，完成了由裸眼视
效到物理空间再到实境表演三者的完美结
合，与此同时联动焰火表演，实现了由“地”
到“人”再到“天”的观念延续。

奥运史上最大“冰面”：

呈现全新视觉盛宴

开幕式上，巨型“冰面”地屏、闪亮“冰雪
五环”、AR效果雪花等数字光影特效轮番
亮相，实现多维视觉效果。开幕式灯光总设
计沙晓岚介绍，为实现逼真的冰雪效果，整
场开幕式运用实时捕捉、裸眼3D等多种演
艺设备和技术，其中不少为全球首创，可以
说是一项庞大复杂的数字创新工程。“其中，
视效项目涵盖17个流程环节，包含5800多
秒数字内容，约29万帧，渲染时长约2430
机时。地屏（冰面）和竖屏（冰瀑）的视频分
辨率极高，总面积约15个IMAX大小。”

【奥运史上最大“冰面”】整场开幕式中，
表演者的舞台是一块巨型光影地屏，营造出
超大“冰面”的视效，每一秒地屏画面都在根
据节目的调整而变化，或空灵或浪漫，呈现
独特美学。“2008年奥运会，我曾想用这种
方式，但当时的技术尚不成熟。”王志鸥说，

“如今这块地屏成为奥运史上最大的‘冰
面’，也是开幕式最大亮点之一，展现出中国
科技和演艺技术的迅猛发展。”

【“冰雪五环”设计400多版】回忆“冰雪
五环”展示环节设计过程，王志鸥感叹“太曲
折、太艰难”。“创意中，大到‘黄河之水’的视
觉图案设计、‘冰雪五环’的屏幕拼接，小到
如何使‘冰立方’撞击形成的碎冰‘跳跃’更
为灵动，都需要细致的数字设计和研究。”王
志鸥举例说，“团队先形成以项目管理、视觉
设计、多媒体设计、装置设计等工种为构架
的研究小组，对该环节的动态演绎制作80
余版，设计效果图400多版，完成动态视效
内容3000多秒。屏幕中的水流图像，是经
过图像处理算法，机器‘学习’大量中国传统
水墨画，建立水墨纹理特征模型，以此生成
风格化的山水图像。我们将三维动画转化
为激光机需要的点位数据，并实现快速的效

果迭代，满足创意更新需求，这是数字科技
对中国传统水墨风格的解构与重塑。”

【大规模实时动态捕捉创纪录】沙晓岚
介绍，在“放飞和平鸽”和主题歌演唱环节，
孩子们拿着一只只可爱的发光小鸽子自由
欢愉地奔跑，与脚下晶莹闪亮的“星星雪花”
嬉戏互动。这一浪漫场景，全部由人工智能
动作捕捉技术实现。

“这一表演，由视效团队结合AI实时特
效团队开发的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
位置识别与实时图形渲染系统完成。该系
统无须表演者穿戴任何设备，基于视频信号
即可完成同一时间内对600多名演员的位
置追踪，其高精度、低延迟等特性使现场直
播画面更自然、更逼真、更浪漫。”王志鸥介
绍，在1万多平方米的场地上用人工智能技
术对这么多名演员逐一进行动态捕捉和实
时互动的表演，全世界还是首次。“这次，我
们成功了！”

冬奥焰火：

“双线五环”寓意“双奥之城”

【焰火用量仅为北京夏奥会10%】“开
幕式焰火表演秉持简约理念，时长总计仅
约3分钟。环保弹药虽只有1800发，用量
仅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10%，但更需精
益求精。”蔡国强介绍，这次不再过多使用
氛围焰火，而为冬奥会专门开发“雪花”“冰
花”等多种造型的焰火品种，营造空中的

“北国风光”。“同时，这次使用的特效烟花
均是高科技环保微烟化焰火，力求环保、安
全。经过对发射药成分的改进，焰火药剂
无毒、微烟，大大减少了烟花燃放时对环境
的影响。”

【双线立式五环寓意“双奥之城”】“当五
环形状的焰火亮起，观众又回忆起2008年
北京奥运会那个充满激情的夏天。”蔡国强
说，“但与2008年单线卧式五环不同的是，
本次开幕式闪耀的是双线立式五环，有‘双
奥之城’之意，颜色更好看，造型也更饱满。”

（记者周杰 周宁 姬烨 王璐 黄可
欣 高萌 王楚捷）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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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张艺谋：最大创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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