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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汇文 体 奥前奏

20天后，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作为

冰雪项目中的大热门，花样滑冰拥有众多

粉丝。采访包括刘雨晴在内的多位花滑

高手，今天我们来上一节花样滑冰里的音

乐课。

音乐 从无到有 热门撞车
看花滑，“灵魂”是什么？很多人说，

是音乐吧。但你知道吗？最初的花样滑

冰比赛，是没有配乐的。直到1932年的冬

奥会上，花样滑冰才出现配乐。有趣的

是，当时配乐的形式是乐队在冰面上现场

LIVE演奏，选手不能自己选择曲目，由乐

队从头到尾循环演奏同一支曲子。一直

到2014年，花滑配乐的选择要求，都是“不

能出现歌词”，只能选择纯音乐。直到近

年来，对于音乐的要求才逐渐变得宽松。

花滑运动员的选曲，其实并非任意为

之，需要与个人风格和动作编排相符合。

因此，经典音乐剧的经典选段、古典乐以

及经典影视剧的配乐最常被使用——这

些音乐的观众接受度高、熟悉度高、故事

感强，符合花滑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演绎故

事的要求。

花滑圈有一句顺口溜：“歌魅遍地走，

罗朱满天飞，卡门假面一堆堆。”这几年，

歌剧选段被广泛运用。不过，纵观历届花

滑赛事，法国作曲家乔治 ·比才1874年创

作的歌剧《卡门》，因为音乐强烈、故事色

彩好，可截取的片段多，成为花滑选手最

喜欢的曲目。仅2018-2019赛季，就有女

单扎吉托娃、男单科尔亚达、科夫顿三位

俄罗斯选手同时选用了《卡门》。

虽然《卡门》是花滑选手们选择的最热门的曲目，但

是要论选手们撞曲最“惨烈”的一次，却不是《卡门》，而是

另一首热门曲目《歌剧魅影》。2014-2015赛季的男单比

赛中，有多位选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歌剧魅影》，而且，

基本都把这曲作为自己的自由滑曲目，这直接导致该赛

季的大奖赛总决赛和世锦赛的男单自由滑比赛中，出现

了《歌魅》循环播放的情况。有冰迷戏言，撞曲不可怕，

谁的表现不好谁尴尬。

特色 百花齐放 国风也可
虽然花样滑冰是起源于欧洲的冰上艺术运动，但发

展到近年，越来越多的选手在选曲中加入本国特色，渴

望借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赢下高分。

1995年，中国选手陈露在世锦赛中选择了电影《末代

皇帝》的选段作为自由滑曲目，节目中编排了“主题乐”和

“雨”等原声乐的著名选段 。坂本龙一作曲的音乐，经过

精心编排，一袭红衣的陈露完美演绎，为中国夺得至今为止

唯一的一块花滑女单世锦赛金牌。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近些年来，中国花滑选手的选

曲，都在有意识选择一些国风作品——《梁祝》《卧虎藏

龙》《一剪梅》，甚至《黄河大合唱》……越来越多的中国音

乐出现在中国选手以及华裔选手、亚洲选手的节目中。

相比欧美选手，亚洲选手采用“民族”类选曲更能体

现特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羽生结弦的称霸之作

《SEIMEI》（阴阳师晴明）。竹林御风、隔海见山……化身

阴阳师的羽生仿佛生出羽翼，舞出一曲东瀛之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选手突破花滑选曲固有的“热门

排行榜”，他们不断发现、创造着更新的表达方式。归根

结底，花滑的选曲，热门也意味着“审美疲劳”。选择最契

合自己个性的音乐辅佐成熟的技术动作，才能创作出值得

自豪的作品。 本报记者 厉苒苒

在冰面上起身腾空、旋转、落地，接

燕式步……动作连贯、利落，若不是未穿

比赛表演服，人们恐怕会认为眼前这位

姑娘也是比赛选手之一。

她叫刘雨晴，曾经代表上海参加全

国冬运会，这位95后现在是国家级花样

滑冰裁判，也是本次北京冬奥会的花滑

技术官。她今天将赴京，开启自己的冬

奥时间。

花滑候鸟
“6岁那年，有一回跟妈妈逛商场时

看到很多孩子在练习花样滑冰，她们穿

的滑冰衣服很好看，而且滑起来动作很

漂亮，我就拉着妈妈的手说我也想滑，就

这样开始了我的花滑之路。”1999年出

生的刘雨晴，目前就读于位于苏州的西

交利物浦大学，是一名全日制的英语专

业研究生。早在高中时，她就曾作为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冰雪运动

丛书》中的示范员（见下图），拍摄过“花

样滑冰动作示范”——说她的花滑表演

是教科书般精准、优美毫不为过。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妞，刘雨

晴却对上海无比熟稔。缘分始于曾经对

花滑技术的钻研，2012年起就跟随心仪

的教练来上海练习，刘雨晴坦言自己十

二三岁时，几乎所有的假期都待在上

海。犹如花滑候鸟一般，“那段日子，每

天早上4点钟起床去训练，几乎所有的

闲暇时间都花在往返京沪之间和飞扬冰

上运动中心里。”

如此一滑就滑了10多年，“从零基

础到业余队再到成为花样滑冰国家二级

运动员。自己也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

现在回头看看感觉还是挺疯狂的，坚持

做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2015年，刘雨

晴代表上海参加了在新疆举行的全国冬

运会，京沪间的往返到了2017年，变得

更为简单——来到江南求学，刘雨晴成

了一名“新上海人”。

成功转型
因伤转项，从单人滑转战花滑队列

滑，刘雨晴的花滑运动生涯在上海也发

生了改变。2016年，她所在的C-star队

在国际滑联上海超级杯花样滑冰队列滑

大奖赛中进行了现场表演。“那是第一次

在中国举办正式的队列滑比赛，能和队

友们进行现场表演，内心超级满足。其

实花滑队列滑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一

支队伍站在冰面上时，每个人都会在心

里相互支持，会感觉到更踏实，这也是我

喜欢队列滑的原因。”

“高考后，一次机缘巧合，我的上海

教练陈晓飞要组建队列滑，我就借着这

个机会，做一名兼职教练，从本科开始，

周末就会来上海教学，后来，慢慢地考取

了一些资格证，也会当花滑裁判，从事教

练的相关工作。”刘雨晴告诉记者，教练

的喜爱和极力推荐，让她成功转型并成

为花滑裁判员。

与运动员相比，刘雨晴觉得当裁判

员的体会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也会与

运动员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当

年滑冰经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自己

的审视变得更加全面。”

大一时，刘雨晴在学校里开设了一

门“花样滑冰鉴赏选修课”，为校园里的

花滑爱好者讲解并展示其中的奥妙，让

更多人与花样滑冰亲密接触，感受其中

的乐趣。如今，她创办的“冰友学生社

团”吸纳了上百名中外学生加入，来自广

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南方省份的同学

在这里首次“触冰”，更有澳大利亚、英

国、韩国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因为她而

爱上花滑，玩转花滑。

冬奥时间
从个人滑到队列滑，从运动员到教

练员，刘雨晴是多面人才。过去几年，她

投身花滑运动推广，曾担任赛事宣告、央

视导播助理等。一个月前，刘雨晴接到

通知，成为北京冬奥会花滑技术官员。

有趣的是，刘雨晴关于北京冬奥的

最初回忆，也发生在上海。2015年7月

31日，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消

息传来时，刘雨晴正在上海，“那是个非

常炎热的下午，我正在浦东喝咖啡休

息。听到的一瞬间，心头比天气更热。”

从那时起，刘雨晴就暗自许下心愿，希望

能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即将进入冬奥时间，重回儿时花滑

梦想开始的地方首都体育馆，刘雨晴说：

“花滑不仅是竞技运动，它更像是一场演

出，选手要在赛场上表现自己，而我们的

工作就是帮助运动员更好地在赛场上表

现自己。我们也是冬奥的一分子。”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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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倒计时 天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