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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

忙碌的身影
今晨的亚运火炬接力启动仪式时长约

20分钟，整体风格简约而不简单。启动仪

式前颇具特色的传统舞蹈、歌曲和诗歌朗

诵表演，展现了杭州的文化底蕴，以及这座

城市及华夏大地对于亚运的热情。为了将

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全国、全亚洲、全世界观

众面前，亚组委及各相关方面做足了准备。

昨天傍晚，杭州亚运会火种被专业人

员带离存放室，在火种护卫的护送下顺利

抵达出发点——西湖涌金公园广场，这标

志着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万事俱备。同一

天，一段亚运会吉祥物演练火炬交接的短

视频，引来众多关注。视频中，琮琮和莲莲

在著名景点断桥上，就火炬交接的细节展

开练习，可爱的形象与动作，加上反复训练

后仍不知疲倦地摆出各种姿势的认真劲

头，赢得不少点赞。这样的情景，也是杭州

用心迎接亚运的缩影。虽然杭州白天的气

温超过30℃，但在火炬传递活动途经的各

个路段，仍有不少忙碌的身影，大到观众区

域的管理控制，小到火炬交接点的地标粘

贴，所有人都为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会，尽心

尽力。

在本次亚运火炬传递途经点之一的西

湖景区步道周围，桂花刚好进入绽放期，美

景、花香与亚运火炬，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

图景，也用特别的方式，为即将在杭州奥体

中心体育场启幕的盛会送上美好的祝愿。

特别的传承
这并不是杭州首次迎来亚运会火炬。

早在1990年9月4日，正在全国接力传递的

北京亚运会火炬“亚运之光”，就曾途经西

子湖畔，引发了第一波名为“亚运”的热潮。

这几天，1990年亚运会火炬在杭州传

递时的视频，通过社交平台不断传播，引来

网友热议。画面中，出发点武林广场外被热

情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巧合的是，当年第

一棒火炬手也是中国体坛的骄傲——羽毛

球世界冠军李玲蔚，当她的身影出现时，欢

呼声达到峰值。那一天，“亚运之光”经过

杭州市的各条主干道，最终跨越钱塘江大

桥，为一场带着梦想与激情的火炬接力，画

上圆满句号，也在更多人心中，播下“将来

要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的火种。

33年后的今天，再度迎回亚运火炬的

杭州，已从西湖时代迈入了钱塘江时代，当

年年轻的火炬手，早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顶

梁柱，有些人的两鬓也多了些岁月的痕迹，

但他们心底里对于亚运会和火炬传递的热

情，始终未曾改变，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如今正在新一代身上传承着，激励着更多

人不断奋发前进。33年等一回，从围观到

主办，梦想终于成真。当年的热闹景象，今

天又一次在西子湖畔出现，体坛名将、优秀

教练，以及各行各业的代表，在交接点摆出

不同姿势，用笑容迎接又一届体坛盛会。

亚运会带给华夏大地的拼搏、自强、友好、

包容的精神，也如杭州亚运会火炬的名字

那般，一代代薪火相传。

从《亚洲雄风》里的“四海会宾客，五洲

交朋友”到《同爱同在》里的“同呼吸同感受

同梦想”，亚运会在华夏儿女与各国朋友

间，架起一座名为体育的友谊和沟通之

桥。33年前的秋天，跑遍全国，掀起一波运

动热潮的“亚运之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点

燃，宣告亚洲体坛进入全新时代，15天后即

将在“大莲花”点燃的杭州亚运圣火，能否

带给亚洲和世界全新的惊喜？让我们拭目

以待。 本报记者 陆玮鑫

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上午开启

西子湖畔“薪火”相传

今天上午 时  分，随着杭州
亚运会火种台和火炬“薪火”相继被
点燃，以及第一棒火炬手——    
年雅典奥运会蛙泳冠军罗雪娟从西
湖涌金公园广场跑出第一步，    
杭州第  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拉开
序幕。  时  分，首站火炬传递结
束，收官的第   棒火炬手由东京
奥运会中国首金获得者、浙江籍运
动员杨倩担任。

接下来的  多天里，    位
杭州亚运会火炬手将在浙江省内的
  座城市，擎着“薪火”和民众一起
迎接四年一次的亚洲体坛大聚会。
 月  日，亚运火炬将回到杭州，开
启最后一站传递。这也是杭州时隔
  年，再度迎来亚运会火炬传递活
动，与    年北京亚运会时的“途
经站”不同，这一回，西子湖畔的城
市有了新身份：亚运火炬传递的“起
终点”和亚运会东道主。

杭州亚运会火炬名为“薪火”，设计思

想源自良渚文化，展现出中国设计的独特

创意，体现中国式浪漫。

“薪火”出火口设计源自“琮”最早的甲

骨文字形，寓意“光在内周而复始”。炬冠

以玉琮为特征，方圆相融。炬身以良渚螺

旋纹为演化，形似指纹，自然交织精致细

密。火炬上半部分颜色为“丹桂金”从“腰

线”往下渐变为“虹韵紫”。炬基以八条水

脉为文明之脉，代表浙江八大水系。

整个火炬整体高730毫米，净重1200

克，整体轮廓曲线犹如手握薪柴。

中国式浪漫

阳光明媚的笑容似曾相识，15年前的

时光与此刻重叠。作为火炬传递第一棒，

昔日“中国蛙后”罗雪娟站在了起跑点。

事实上，这并非罗雪娟首次作为“第一

棒”火炬手参与火炬传递。15年前的北京

奥运会，她就在雅典卫城作为境外传递第

一棒，接过刚刚成功采火的奥运火炬。

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罗雪娟也是

杭州亚运会的重要见证者，2015年，罗雪娟

就曾作为杭州的申亚大使，在土库曼斯坦

见证了杭州申亚成功的荣耀时刻。完成首

棒传递之后，罗雪娟坦言：“心情很激动，八

年前我们申亚成功，就是想邀请四方宾客

都来看看、走走，今天终于成真了。”

本报记者 厉苒苒

火 炬

中国蛙后首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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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

著名书画家陈琪受邀为杭州亚运

会创作的巨型四联屏巨型组画

《春华秋实》（见左图），从今天起

在金华亚运分村的主楼大厅揭

幕，迎接亚运火炬的到来。

金华是足球和藤球等项目的

举办地，下榻于此的亚运健儿和嘉

宾将欣赏到陈琪的作品，亚运会后

《春华秋实》将在这里长期展示。

画作以金梅、金石榴、金柿、

金茶花为视觉主体，树干的枝叶

和枝干穿插，枝丫间繁花似锦，饱

满、强烈、奔放的气息扑面而来。

陈琪生于金华浦江，现在担

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进博会

艺委会主任。昨天，他在画室向

记者介绍了创作经过：《春华秋

实》历时8个月完成。“繁花似锦，

硕果累累”是陈琪对亚运健儿的

朴素期待，脑海里跳出的是遍野

盛开的山茶花和挂在枝头的火红

柿子，这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每天

远望的家乡美景。“在金华家乡举

办的盛会，让我有机缘再一次拥

抱家乡的山野。”陈琪说。

上海书画家陈琪受邀为亚运会创作《春华秋实》

用画作拥抱家乡的山野

火 炬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