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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礼貌并且客气的溢美之词，还是实

至名归的真心赞许？周五，由张艺谋监制、陆川执

导、张和平担任总顾问的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北

京2022》在全国上映，当我们走进影院，第一感受，

是意外。

无名的英雄
意外的是，这部纪录电影并不是想象中热闹

的样子，它是冷峻的，犹如镜头里北京下雪的冬

天。那些因为疫情停运的航班，那些闭环管理的

未知和压力，还有那些互相不愿轻易退让半步的

国际视频会议……冬奥会的盛大背后，是当时还

没有退去的全球疫情防控的压力，是繁杂的各种

准备工作，是默默付出的后勤保障人员，是那些镜

头几乎从来不会关注到的无名英雄。但他们这一

次成为了纪录片的主角。还记得，故事里有一群

中年男人，他们在局促的宿舍里，拿水桶当冰壶，

模拟着奥运赛场上的选手和裁判，他们笑得很欢

畅，但字幕告诉我们，他们是81天没有走出过医务

站的工作人员。

鲜活的群像
意外的是，它也是诗意和温柔的。串联起全片

章回体叙事结构的，不是哪个明星运动员，而是一个

几乎不会英语的中国理发师，他在冬奥会开始前向

儿子骄傲地介绍着“冬奥村”，他在大赛结束时收获

了信任和感谢；还有一个连续六次报道冬奥会的摄

影记者，看完整部纪录片或许你还是不记得他长长

的外国名字，但那个沉甸甸的黑色双肩书包，那拍

完最后一场比赛才放松下来的神情，会让人记得。

那个最后长长的镜头里，有许多欢笑、击掌、

拥抱，甚至眼泪……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来自世界

各地的人们相识、相拥，挥洒汗水，成就理想，拥抱

彼此，诉说着关于北京冬奥会的印记，“整个冬奥

期间，和小伙伴付出的所有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

的”“我们见到无数新的面孔，认识了无数的新朋

友，我认为这也是奥运精神的真谛”……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构筑起冬奥盛会的全景盛况，这部纪录

片以“见微知著”的手法铺展开一场超越赛场的盛

会历史横切面。

意外的焦点
意外的更是——作为一部体育纪录片，《北京

2022》里你自然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但五环的

荣耀也好，金牌的加冕也罢，几乎都不是陆川所聚

焦的所在。我们看到的是，站在厢式货车后面，吹

着冷风，离开训练场的中国钢架雪车运动队；看到

的是，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看起来甚至有几分业余

的来自热带的牙买加雪车队；看到的是，最终在本

届冬奥会上摘下两枚金牌的任子威，因为训练压

抑“赌誓”说，“打完这届奥运会，怎么我都不练

了”；看到的是，武大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愣愣

地回应他所承担的期待和重压说，“累，能不累吗，

乌龟带壳还累呢”，也是他赢得第一场胜利后长吁

一口气说，“放下了，这场比赛终于结束了”；看到

的是，以为自己得到冠军又被判了黄牌的刘少林，

在很久以后第一次通过手机重看比赛录像，却依

旧红了眼眶；看到的是因为失误没能再次蝉联奥

运冠军的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在比赛

后，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双手背在身后接受全世界

媒体的提问。对于挑战4A没能成功，他说：“如果

大家以此为契机，也能因为我而做出点挑战自我

的行动，我会引以为荣。”

《北京2022》是不是一部足够精彩的纪录片，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和评判，但的确如

巴赫所言，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奥运官方纪

录片。历时三年拍摄制作，跨越八个国家，积累梳

理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高清素材，但最终它几乎

没有一分钟刻板印象中竞技体育惯常的激烈与刺

激，转而用平等、平常，甚至是反高潮的方

式，呈现了北京冬奥会背后的各种人的真

实状态。正如导演陆川所说的，“影片

里有你没见过的北京、没见过的冬奥”。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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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身着旗袍的芭蕾舞演员在今潮8

弄的弄堂里翩翩起舞，黄包车从她们身边驶

过……昨天，上海芭蕾舞团首创沉浸式海派

实景版芭蕾舞剧《花样年华》在四川北路的海

派潮流新地标今潮8弄上演（见右图）。建筑
的恬静、芭蕾的柔美与旗袍的风韵万千三重

艺术不仅相得益彰，同时也把观众带回了曾

经上海弄堂里的“花样年华”。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花样年华》

于2006年首演，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生活风貌为背景，糅合古典与现代芭蕾艺术

特点，生动诠释李先生与王太太之间的一段

爱情故事。该剧所使用的一百多套旗袍，均

是参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的原样和面料

手工精心制作而成。让观众难忘的还有舞台

上营造的老上海风情。

这一次全新推出的沉浸式海派实景版，

是该剧首次打破镜框式舞台表演边界，在实

景弄堂里沉浸呈现。原先的舞台弄堂置景被

真实的弄堂建筑群落所迭代，原本在剧院舞

台优雅起舞的芭蕾舞者，在更宽广立体的弄

堂街区曼舞行进。剧中的石库门、黄包车、麻

将等极具老上海特色的元素都一一被搬回了

弄堂，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老上海经典歌曲

也回荡在耳边，如《花样的年华》《夜上海》《四

季歌》等，还有老上海爵士乐、十里洋场的街

头叫卖声等，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

此次演出由吴虎生携手戚冰雪、联动数

十位上芭优秀青年演员共同实力演绎。演出

选择将过街楼下的弄堂作为序幕场地，这也

是该剧中李先生与王太太初次相见的地方。

随后，演员们“转场”到优秀历史建筑三联排

前的主舞台展现两幕主要剧情。饰演“李先

生”的吴虎生表示：“这样的演出方式和观众

的距离更近了，我们之间相距不到3米。实景

演出时，周遭的环境因素很可能会影响演出，

演员需要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对于观众而

言，我们距离更近，动作和表情都被放大，这

就要求我们的舞蹈和表演更加用心。”的确，

这样的表演方式拉近了观众与芭蕾舞者的距

离，也让观众得以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舞者

的灵动身姿与情绪花火。

“第一次在弄堂里看芭蕾舞，以前我们家

就住在虹口，就在今潮8弄附近。回到弄堂

里，总有回家的感觉，如今再配上这段赏心悦

目的芭蕾舞，让家更美了！”现场的一位观众

说。西方的芭蕾艺术与东方的百年弄堂邂

逅，海派文艺烟火气在翩跹舞姿中呼之欲出。

今潮8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这里

已举行了融合音乐会《融 ·乐——游园惊梦》、

“水磨新调”新昆曲音乐会之“笛声何处”等多

场沉浸式演出。在“移步异景”的弄堂舞台中，

艺术工作者们串联起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

事，在包容、创新、务实的海派土壤中，生长出

别具一格的潮流风采。同时，通过公益的票

价、开放的舞台，让“大美育”融入商业体，让高

雅艺术走到市民游客身边。 本报记者 吴翔

带观众穿越时空
沉浸式海派实景版芭蕾舞剧昨天亮相今潮8弄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与志愿者代表一同观看完电
影《北京2022》后，激赏道：“中国人民可以再一次为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感到非常自豪”。他甚至为这部奥运官
方电影题词：“祝贺真正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拍摄了精
彩、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方电影。”

花样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