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焰
这簇火焰，采自杭州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火

炬传递的前一天，踏上大莫角

山，眼前已不见3个月前亚

运火种采集的场景，但这

段记忆，却在人们心中

历久弥新。

陈秀娟是土生

土长的杭州人，在遗

址公园担任亚运志

愿者。公园观光车上，

她打开手机分享自己和

火种采火装置的合影，这是

她作为志愿者的“高光时刻”。“装

置中心是一面凹面镜，外圈采用

良渚玉璧造型，采火使者将采火

棒伸向采火装置，然后点燃采火

棒……”陈秀娟如数家珍。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史

的“圣地”，这座出现在5000多年

前的古城揭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

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

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工和具有

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如何通过亚运会，让更多人

走近良渚文化？在火种采集之

前，一场8分钟的情景舞蹈音画

《良渚之光》，带领人们沉浸式进

入良渚时间——悠扬而神秘的音

乐旋律，身着远古服饰的舞者，缓

缓向大莫角山高地汇聚、起舞，稻

作文明、玉器文明、兴修水利、营

造房屋、刻画符号五大特征，具象

化为各种劳动生活场景，在世界

面前演绎……向世界传递上一张

文化底蕴深厚的良渚古城名片。

采火当晚，良渚遗址管委会

发布了一则预告：次日起，《良渚

之光》公众版将连续3天在大莫角

山演出，市民游客还有机会与身

着良渚先民服饰的舞者合影，并

打卡采火装置。

“其实有个彩蛋，火种采集当

天下午，原班人马复刻的《良渚之

光》，向公众开放表演。”杭州良渚

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道亮介绍，从上午的采火仪式

结束，到下午的表演开始前，中间

只有2小时的准备时间，但各方都

希望尽可能早地向公众展示盛

况：“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把握，重

新布置现场需要多长时间。团队

简单休整，下午就开始演出，这对

当天在大莫角山的人，那真是一

场惊喜。”

重访演出场地，位于遗址公

园的宫殿区面积不大，走上一圈，

仅需二三分钟，但却是整座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的最高处，海拔高

度约18米。这座土筑金字塔，是

曾经良渚先民在古城最重要的人

工堆筑台地，拥有独特的地位。

在陈秀娟的手机中，保留着与演

出团队合影的照片：“无论是亚运

采火，还是良渚文化，能通过这样

的方式让我们有机会感受，是一

件很好的事。”

炬
9月8日上午6时，西湖湖畔

的杭州涌金公园广场，作为亚运

火炬传递仪式的起点，已是人潮

涌动。火炬传递的路线，是一条

经典的沿西湖游览路线，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通常是穿过南山

路、湖滨路，径直走近西湖，感受

这处世界文化景观所蕴含的江南

风韵。而此刻，人们的目光汇聚

在一条空旷的道路之上。

虽未开跑，但现场气氛已被

点燃。在南山路西湖大道路口偶

遇朱阿姨时，她正向安保人员询

问第5棒亚运火炬手的传递位

置。第5棒火炬手，是她的女儿朱

锦尔。

4岁多开始学棋，第二年起就

拿到诸多赛事冠军，朱锦尔在国

际象棋界已小有名气。作为上海

财经大学的学生，她经常在上海

和杭州两地跑，这些天正为杭州

亚运会做最后的封闭特训。参加

这次火炬传递，也向队里请了假。

“已经很久没见到她啦，这次

只能在边上看看。”虽然带着些遗

憾，但想到能在火炬传递现场见

到女儿，朱阿姨难掩激动。从嘉

兴家里出发，即便搭了最早一班

火车，朱阿姨到达火炬传递现场

也过了7时，这时道路两侧的“人

墙”已经围起了二三层。作为家

庭代表，她盼着记录下女儿传递

火炬的身影，带回去和家人分

享。“没想到，这么多人这么早就

来看火炬传递。”朱阿姨面露着

急，聊了没几句就表示歉意，转身

去寻找一处“人墙”看着不太厚的

位置。

和朱阿姨一样，不少市民游

客在人群中寻找着最佳位置，但

更多人则选择站定一处，踮着脚

尖，侧耳聆听不远处涌金公园主

仪式的进展，等待着火炬传递的

启动。

今年70多岁的林奶奶，家住

杭州丁桥，从家乘地铁到南山路，

要花上1个多小时。由于来得早，

她守在挨着围栏的“摇滚区”位

置。在和朋友的聊天间隙，隔壁

年轻人手上挥舞的亚运小旗子以

及脸上的国旗印花，吸引了她的

注意：“这些是街道统一发放的，

早知道我也准备准备，等火炬手

经过的时候，朝他们摆一摆、助助

威，多热闹啊。”

9时7分，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正式开始。欢呼声从涌金公园逐

渐涌来，如浪潮一般，由远及近。

当火炬手经过眼前，无论是朱阿

姨、林奶奶，还是身处于这一瞬间

的人们，已然忘却了之前的种种

遗憾，目不转睛地看向面前的火

炬传递者，看向他们手上的那支

火炬。

一上午的等待，在此刻得到

了满足。

燃
亚运会的风，将火炬的热度吹

向了每一个角落。杭州亚运会的

数字火炬手，累计已超9646万人。

自6月15日开启以来，亚运线

上火炬传递活动经历了第一阶段

“南亚 中亚”线、第二阶段“西亚

东亚 东南亚”线以及第三阶段“亚

运在中国”，进入了“火炬接力”新

阶段，开启江南空间。

只需轻轻挥动手机，你就能

跑进极具江南风韵的“水墨画”，

传递手上的数字火炬。全球网民

均可参与，接棒的数字火炬手可

能出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完成

接力后，还能与其他数字火炬手

完成创意数字合影。在杭州亚运

会，这种线上火炬接力传递的形

式，打破了时空限制，将亚运之火

传递给了远方的人。

线上，火炬传递仍在继续。

线下，观看完火炬传递的市民游

客陆续分散，热切地交流起刚才

看到的盛况。扛着“长枪短炮”的

“老法师”正在逐张挑选照片，准

备上班的白领奔向附近的龙翔桥

地铁站，游客拎着新买的杭州特

产，袋子上插着的亚运会小旗子，

成为一道别致的点缀。

不远处，西湖景区旁的杭州老

字号知味观里，多在年轻人聚集处

见到的应援棒，被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者轻放在桌上，就着地道的虾肉

小笼，不时有几句杭州话飘出餐桌，

聊的是亚运会热门项目的门票，

还有33年前的那段杭州往事——

当北京“亚运之光”火炬进入杭州，

武林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火炬

交接仪式不得不推迟22分钟”。

此刻，意犹未尽的人们围坐

一圈，追踪手机里的直播。屏幕

上，火炬传递首日的终点站平湖

秋月，仍旧人声鼎沸。

这簇亚运的火，点燃了杭州

这座城。

“沪苏浙皖”
微信公众号

主编  范 洁 本版编辑 王文佳 视觉设计 邵晓艳    年9月  日 星期二

9

“薪火”相传。 月8
日，杭州第  届亚运会
火炬“薪火”，开始了传递
之路。

  年前，北京“亚运
之光”火炬在杭州掀起了

全民追随的“现象级”热潮。
  年后，杭州亚运会火炬，自远古

的良渚而来，伴西湖的风雅而行，并
通过数字火炬手而往，打破时空限制。
这簇火苗，点燃了越来越多人对亚运盛

会的向往。记者前往杭州实地采访，看薪火
“传”杭城。

1

薪火传“城”

本报记者 吕倩雯

杭州第  届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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