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艺谋“剧透”冬奥会开幕式

从2008年到2022年，由北京奥运
会到北京冬奥会，虽然两届盛会的开
幕式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内举行，但
它们之间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比如，从开幕式时长来说，届时观众们
会很直观地感到本届冬奥会比2008
年那回可要短多了。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它的总
时长约四个小时，而此番2022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的时长预计不会超过100
分钟。“（从几次排练情况来看）现在节
奏还不错，一气呵成，像一部电影的长
度一样。”本届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样的时
长安排是出于对气候条件、节俭办赛、
安全防疫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
总时长上的大大缩减，其实也反

映出本届冬奥会开幕式在整个的环节
设计上，较2008北京奥运会时有了不
少变化。从已知的官方信息来看，其中
很明显的一处不同就是———本次开幕
式将不设大规模文艺表演环节。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它向全

世界献上了一场名为《美丽的奥林匹
克》的主题表演。其中，该表演又分为
两个篇章，分别是上篇的“灿烂文明”
和下篇的“辉煌时代”。而本届冬奥会
开幕式则会将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融
为一体，不再按照板块来进行区分。
“我们不再设定一个大规模文艺

表演的框架，是要收，然后把文艺表演
和仪式流程融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板
块一个板块来区分。”张艺谋说，“简
约，就像我们拍武侠片，高手的一把
剑，非常简单的一剑，带有千钧之力是
吧？这就是简约有力量的一种体现。”

2月4日是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
子，也是农历中的立春。张艺谋表示，
这一点也会在开幕式上有呼应。“立
春是多好的兆头，对吧？所以一定要
把这个用到开幕式上，我们说的万紫
千红总是春。”

据了解，本届冬奥会开闭幕式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表达，以
“简约、安全、精彩”为创作原则，将立足
于从全世界的角度来展望美好未来。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日期的愈加临近， 有关开幕
式的细节也渐渐有了剧透。首当其冲的一条重要官宣是，曾
执导过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担， 成为
2022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 由此，71岁的他也成
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执导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开闭幕
式的“双奥”总导演。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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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不超100分钟
不设大规模文艺表演

简约而精彩，这会是本届冬奥会
开幕式的最大特征。与2008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上令全世界印象深刻的“人
海式演绎”相比，本届冬奥会开幕式
的参与演员人数将大幅度减少，约为
3000人，仅为2008年时的20%。

击缶而歌、活字印刷、太极等群体
表演节目，这是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文艺表演中最有记忆点的几个节目。
从官方数据来看，当时进入鸟巢参与表
演的演员总人数约在15000名。此次，综
合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演员人数大幅度
缩减，尽管如此，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
演张艺谋还是有信心取得理想的呈现
效果。“就用科技的含量让它人少而不
空，让它很饱满，让它空灵而浪漫。”

张艺谋透露，本次冬奥会开幕式
将运用现场实时捕捉技术来实现一
种互动感。“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些
场地上，会看到雪花跟演员的流动，
完全是互动的。人到哪里，雪花到哪
里，或者雪花就会分开，给人让出来。
这样的互动，不是你精准排练或者视
频和人的精准合成可以做到的，像这

样的一种东西都需要新的科技。”据了
解，像人工智能、机器视觉、5G和云端
技术这样的新科技成果，都会被运用
在这回的开幕式上。
在精简演员的同时，本次冬奥会

开幕式的全体参与人员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内的排练时间倒是充裕了不
少———较2008北京奥运会时多了约两
个月。
从2021年3月开始，本届冬奥会开

幕式的演出就进入到制作阶段。2021
年3月到10月，主要进行灯光、音乐、舞
美、服装等各方面的设计工作，进一步
对创意方案进行细化落实。从2021年
10月起，相关人员已进入鸟巢内的排
练阶段。目前，与本次开幕式相关的创
意方案已基本确定。而在2008北京奥
运会时，相关人员直到开幕前一个月
左右才得以进入鸟巢排练。提前入场
不仅能更早地适应场地，对本届冬奥
会开幕式的导演团队来说，还意味着
可以在鸟巢内提前进行改造、设备安
装、技术调试等。

演员仅3000人
加入更多科技含量

参与性与互动性
增设“致敬人民”环节
不设大规模文艺表演、不对板块

进行专门区分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却提前做了一则剧透———开幕式上会
有一个叫做“致敬人民”的专门环节。
“我们专门有一个环节叫‘致敬人

民’，可以透露这四个字，就是让普通
人站到舞台上，包括在热场环节和表
演环节上，我们都尽可能地希望是人
民来参与。”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
演张艺谋透露，整场开幕式将会展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形象。同时，开
幕式时的鸟巢会场还将与包括张家口
在内的全国多个地方有所联动。

运动员入场音乐
约18首曲目正保密
无论是夏季奥运会还是冬季奥运

会，运动员入场环节都是开幕式上的
固定组成部分，而他们将在怎样的音
乐伴奏中入场，这体现的就是开幕式
导演团队的巧思了。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运动
员入场音乐正在加紧录制中。北京冬奥
会开闭幕式工作组组长王宁透露，目前
该环节大约涉及到18首曲目，而这些曲
目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希望用大家
耳熟能详的音乐把运动员的激情、观众
的激情焕发出来。”王宁介绍道。

在鸟巢内凌空漫步的李宁，他手
秉火炬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点火，那
是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名场
面，后来被许多人奉为经典。那么，在
此番冬奥会开幕式上，点火创意会以
怎样的形式呈现呢？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

谋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点火创意归纳
为两类，分别是竞技类的点火和文化
类的点火。而这回他们选择的却是一
种之前未有的形式。“点火的方式乃至
火炬台的方式，是我们最大胆的一个
设计和变革，百年奥运史上还没有出
现过。”
张艺谋介绍说，目前的这个创意

方案可以体现低碳环保的理念，但由
于前所未有，所以他一度也很忐忑，但
幸运的是最终方案获得了北京冬奥组

委的大力支持和国际奥委会的肯定。
“很庆幸北京冬奥会能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
根据张艺谋的预估，观众们看到

点火方式后的最大反应可能是“想不
到”，但传达的理念又会“一看就懂”，
所以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接
这个任务开始，我就一直想的是点火、
火炬能不能有创新？正好我们的口号
有低碳环保的理念，还有方方面面有
了这样一个机会。”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工作组组长

王宁则透露，他们会把自然的环境和
人文的情怀通过艺术方式展现出来，
“比如说五环展示、运动员入场、和平
鸽的展现，再比如说最后的点火仪式，
我们都赋予它独特的艺术形式。”

点火“名场面”？
前所未有低碳环保

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执导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开闭幕
式的“双奥”总导演，71岁的张艺谋说：“因为国家的发展、地位的
提升，中国有能力在这么近的时间内举办两次奥运会，所以才有
了我成为‘双奥’导演的可能性。”

据悉，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中有多位成员参与过
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其中，蔡国强、沙晓岚、陈岩再次
分别负责视觉艺术设计、灯光设计和美术设计。另外，主创团队体
现了老中青结合的特点，技术总监、音乐总监、视频总监、文学撰
稿都是“70后”和“80后”。同时，北京冬奥组委也积极吸纳国内外
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开闭幕式创意、制作及表演工作，以
全新视角呈现开闭幕式。

“双奥”之城与导演
源于国家的发展和地位

笙精彩剧透

春日万紫千红 精彩致敬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