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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情情冬冬奥奥 相相约约北北京京 ■段言堂

短道速滑
需要让观众“看懂”

对于中国体育迷来说 ， 冬
奥会最引人注目的比赛无疑是
短道速滑 。 作为中国军团争取
奖牌的头号项目 ， 短道速滑队
的表现跟中国代表团在奖牌榜
的位置息息相关。 这次3块奖牌
的成绩很难说令人满意 ， 但考
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 ， 这个成
绩也可以接受。

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呈现
出的 一 个 特 点 是 “多 元 化 ” ，
温哥华冬奥会时只有3个国家拿
到了金牌， 索契冬奥会变成了5
个， 而这次在平昌则有 6个国
家摘金 。 以往短道速滑比赛更
多被看做是 “中韩之争”， 而这
一次除了中韩继续在短道速滑
赛场上有出色表现 ， 匈牙利 、
意大利 、 荷兰、 加拿大等国的
选手也有亮眼的发挥 。 未来中
国队不能只把目光紧紧盯在韩
国队身上 ， 其他队伍的进步也
不可忽视。 比如滑冰王国荷兰，
以往荷兰更重视大道速滑 ， 而
这届冬奥会我们明显发现 ， 荷
兰人在短道速滑上也有极高的
天赋。 荷兰选手普遍身材高大，
一旦他们甩开膀子 “动起来 ”，
并且熟练掌握短道速滑的一些
战术要领 ， 他们在体能和速度
上的天然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出现
了不少争议 ， 面对争议判罚 ，
中国队首先要做的是 “自强 ”，
如果你的硬实力强大了 ， 那裁
判想找你麻烦也找不到 。 像武
大靖拿下的500米金牌， 从冲出
起跑线开始就一路领先 ， 对方
怎么撵也撵不上 ， 这种统治级
的优势不会产生任何争议 ， 不
给对手机会的同时 ， 也不给裁
判任何 “机会”。 中国队之所以
在几个项目中折戟 ， 除了判罚
因素 ， 自身的能力也确实没有
达到碾压对手的程度 。 未来 4
年 ， 中国短道速滑队最重要的
工作还是强化自身 ， 提升队伍
的实力， 面对强敌环伺的环境，
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才是出路。

当然 ， 短道速滑场外 “刺
耳 ” 的 “争议声 ” 是不能回避
的 。 就像很多业内人士说的 ，
这项运动越来越让人 “看不懂”
了 。 很 多 比 赛 最 终 决 定 胜 负
的 不是运动员 ， 而是裁判员 ，
这似乎偏离了竞技体育的本质。
在女子3000米接力赛后， 国际滑
联试图通过社交媒体解释裁判
的判罚 ， 但越解释越让人感到
对规则的一头雾水 ， 为什么对
中国队的判罚是这样 ， 对韩国
队相同的犯规并未执行统一尺
度的吹罚 。 最后一天的比赛 ，
裁 判 对 比 赛 较 少 干 预 ， 一 些
“ 小 小 不 言 ” 的 犯 规 被 “ 放
过 ” ， 反而让比赛更加流畅。 短
道速滑这项运动如果要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更大推广 ， 首先要
完善自身的规则 ， 要让所有观
众都明白裁判为什么这么判 ，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公平且避免
误解 。 国际滑联在未来需要对
规则进行细化 ， 不要让比赛出
现太多 “可判可不判 ” 的 “灰
色地带”。

□本报记者 段西元

25日夜， 平昌奥林匹克体育
场， 历经17天的荣耀、 欢乐与泪
水， 2018年平昌冬奥会在这里闭
幕。 北京， 这座将成为全球首个
夏季、 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东
方文明古都和现代国际大都市 ，
又一次接过了奥运五环旗。

平昌当地时间21点16分， 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奥运会会旗
交到北京市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
执行主席陈吉宁手中。 五环旗帜
在空中飘扬， 亿万中国人民邀请
世界朋友2022相约北京 ！ 随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体育场响
起， 透过舞台上的电子显示屏，
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唱国歌。

21点18分， 在全场观众和全
球亿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 由中
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 《2022
相约北京》 文艺表演用现代手法
和思维， 奉献了一台蕴含丰富中
国文化、 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的
文艺精品。 象征第24届北京冬奥
会的24名轮滑演员和24个带透明
发光屏幕的智能机器人来到舞
台。 这24名演员均来自北京体育
大学 ， 其中22名轮滑少年身着
LED串灯服饰， 另外2名少年演
绎 “熊猫队长”。 借助高科技实
现的影像变幻， 轮滑少年在舞台
留下了滑行轨迹， 透明屏幕 （冰
屏） 搭配可以 “跳出” 华丽舞步
的移动机器人， 给人们带来了一
场融合科技与文化的视听盛宴。

在轮滑少年和机器人的共同
配合下， 冰雪运动的线条图案在
舞台上徐徐展现， 立体演绎了冰
球、 冰壶等冬季体育项目。 24名
演员变身冰球杆， 将投射出来的
冰球穿越透明屏幕， 溅起无数冰
花； 之后又击打冰壶， 让其与透
明屏幕碰撞， 产生覆盖全场的炫
目光环。

灯光渐暗， 舞台上模拟出湖
面结冰的效果， 成群的鱼儿在清
澈的湖水中欢畅地游来游去， 犹
如大自然的精灵， 给冬日增添了
蓬勃的生机。 此时， 轮滑少年们
开始滑行 ， 冰屏上则出现北极
熊、 鹿、 飞鸟和鱼群的投影， 与
演员们的滑行轨迹交相辉映， 诠
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不经意间， 滑行的轨迹编织
出一幅巨大的中国结。 2022年北
京冬奥会举办期间， 正值中国春
节， 在春节期间编织中国结， 是
中国的传统习俗， 象征着团结、
友爱和吉祥。

随后 ， 轮滑少年们继续滑
行 ， 用滑行的轨迹编织五彩曲
线； 而 “冰屏” 则用影像讲述中
国故事： 长城、 高速铁路、 中国
现代化城市 、 国家体育场 “鸟
巢 ”、 国家大剧院 、 中国桥梁 、
高速公路、 “中国天眼”、 大飞
机 、 空间站等纷纷出现在 “冰
屏” 上， 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
的发展成果。

演员继续滑行， 从空中的航
拍镜头看到， 他们的轨迹从五彩
曲 线 逐 渐 绘 成 一 条 五 彩 中 国
龙 。 中华民族是 “龙的传人 ”，
龙是中国人的吉祥图腾。 之后，
演员又绘出一片凤凰的羽毛， 进
而呈现出凤凰展翅 。 “龙凤呈
祥”， 代表中国人对冬奥会的美
好祝福。

这时， 24个智能机器人渐渐
组成一个圆， 舞台中央出现了蔚
蓝的地球， 透明屏幕上， 是五大
洲儿童的欢快笑脸； 舞台周边则
被彩带、 橄榄枝和梅花环绕。 梅
花和牡丹、 荷花、 菊花一起， 并
称中国 “四大名花”， 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 ， 梅花以其高洁 、 坚
强、 谦虚的品格， 给人以立志奋
发的激励。 之后， 象征奥运的五
环标志出现。 多维互动下的地球
村 、 笑脸 、 橄榄枝 、 梅花和五
环， 体现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推动世界和平， 共建
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景。

演员的滑行轨迹又描绘出
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 “冬梦”，
去年12月刚公布的这一会徽代表
了中国为圆冬奥之梦， 圆 “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 之梦， 圆体育
强国之梦作出的不懈努力， 也体
现了中国推动世界冰雪运动发
展、 推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大
国担当。

春节期间， 北京冬奥组委为

邀请亿万中国网友共同参与 “冬
奥有我” 全民线上邀请活动， 向
全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而在闭幕
式现场， 两个 “熊猫队长” 化身
“熊猫信使”， 之后又变成卡通形
象 ， 通过大屏幕上的时空隧道
“回到” 中国， 在祖国各地收集
中 国 人 民 向 世 界 发 出 的 诚 挚
邀请。

随后， “熊猫信使” 把来自
中国的友好情谊装入信封， 又回
到了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 。 此
时， 硕大的信封展开之后， 全国
人民一起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信
封下方， 从1924年首届冬奥会到
2018年平昌冬奥会， 共23届冬奥
会举办年份依次出现， 轮滑少年
接着滑出2022的字样， 舞台周围
出现了用世界各国语言书写的
“相约北京”。

无数中国人欢迎世界朋友
的画面出现在邀请信中， 人们通
过网络 “直达 ” 平昌冬奥会现
场， 共同说出这句话： “2022相
约北京！” （午宗）

“北京8分钟” 演出上， 24名
轮滑演员与24个机器人配合完成
表演。 他们穿着单排轮旱冰鞋不
仅要表现出花样滑冰的美感， 还
要与背景音乐、 灯光效果、 地屏
视觉效果严丝合缝的配合。 推屏
演员郭露阳说， 在场上， 他们就
像画笔一样， 在地屏上滑绚丽的
图画。

郭露阳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
休闲与旅游学院一名大三学生，
平时的专业项目就是轮滑， 但踩
着单排轮滑鞋翩翩起舞这是第一
次。 刚进集训基地， 郭露阳信心
很足。 滑旱冰是他的老本行， 没
有什么难的， 但随着训练的深入
和细化， 郭露阳需要重新掌握一
套动作。 “旱冰比较稳， 动作幅

度可以大一些， 但细微的艺术展
现力不如真冰。” 表演现场模拟
的是一块冰场， 演员们动作要想
更逼真， 就要模仿冰上运动的动
作。 教练、 导演会指导， 训练之
后， 郭露阳就自己找花样滑冰视
频看 ， 每一个手势 、 每一下划
动， 他都默默记在心里， 第二天
训练付诸实施。 （午宗）

“八分钟”的幕后故事

在 “北京8分钟” 的整个演
出过程中， 有48名演员只出现在
正式表演前， 他们两人一组， 推
着机器人和 “冰屏” 最先上场，
机器启动后迅速下场。 为了尽量
不让现场观众看出来， 他们一身
黑色紧身衣， 只露出眼睛部分。
听到启动成功的指令， 他们就算
完成了这次 “8分钟” 演出的任
务 ， 总共上场时间不到3分钟 。
在北京集训的时候， 他们每天至
少要推着800斤的道具来回走上
千米， 所以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力
量训练。 除了力量上的要求， 对
于这些演员来说， 寒冷也是一个
大问题， 不论脚下还是身上贴多
少暖宝宝， 他们的手是不能戴厚
手套的， 因为推屏的时候可能会
有脱手的风险。

推屏演员：
集训时推800斤
道具走近千米 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 于

广水是 “北京8分钟” 的一名轮
滑演员， 他表演全程要套在几十
斤重的熊猫木偶里。

于广水回忆第一次试服装时
说： “嚯， 那个木偶头的重量直
接压下来， 两个肩膀就像担上了
两桶水。” 穿这身木偶装至少需

要两个人帮忙， 一次穿脱需要15
分钟左右， 在训练间隙， 别的演
员可以松松鞋休息， 他们就只能
继续套着木偶装。 在导演和技术
团队的努力下， 熊猫木偶的重量
控制在15公斤以内， 这对表演者
来说， 道具的重量压力已经降到
最低。

“我们穿上道具， 就要忘了
自己 ， 我们一上场就是两只熊
猫。” 于广水说， 要通过熊猫的
姿势表达出情感需要多练习 。
“我 每 天 都 会 挑 《功 夫 熊 猫 》
《熊出没》 看， 动画片里不是有
熊嘛 ， 我学这里的可爱动作 。”
另一位表演者邢志伟说。

扮熊猫演员： 穿戴几十斤道具模仿熊猫

轮滑演员： 踩旱冰鞋滑出冰上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