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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鞠躬，无数声感谢。昨天下午，日本
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在主媒体中心召开个人新
闻发布会，亲口澄清退役传闻。“虽然不知道还
能不能参加奥运会，但我还将继续努力下去。”
面对记者，羽生如是说。

8年前的2月14日，当时未满20岁的羽生
结弦在俄罗斯索契首获冬奥金牌。8年后的这
一天，他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立春厅”举
行发布会。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为数不多的一
个人的发布会。
此前日本奥委会宣布羽生结弦将召开发

布会时，不少人猜测他将宣布退役，但日本奥
委会解释称，此举是因为此前媒体向羽生结弦
提出大量问题，需要集中回应。

在发布会上，多次感谢北京冬奥会的安
排，羽生结弦动情回忆，自己之所以在赛后亲
吻冰面，是想“感谢这块冰面。我想到这可能
是自己在这块冰面上最后一次表演，由衷感谢
制冰团队”。参加北京冬奥会，羽生结弦收到
中国粉丝两万多封信件和礼物，以及志愿者的
欢迎，这让他“感受到中国粉丝的热爱，在这样
的氛围中表演，我觉得非常高兴”。
两度尝试4A，结果却不尽完美。在昨天的

发布会上，羽生结弦首次透露，自己其实是在巨
大伤痛的困扰下，参加本次冬奥会的。“我吃了
许多许多止疼片，但还是没有办法。”打着封闭
站上最后自由滑的赛场，如今回忆，羽生腼腆地
笑出声，“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我跳得最好的

4A，（对那个动作）我很满意。”
就在昨天上午，羽生结弦还现身首都体育馆

训练馆。被问到为什么会想再次上冰训练时，他
坦言其实自己不适合继续滑冰，“但真的很热爱，
之后我还要滑很久……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挑
战，4A是个挑战，参加这届冬奥会是个挑战。我享
受并珍惜花滑的每一刻，我会将花滑进行到底。”

没有将卫冕失利作为放弃的理由，羽生结
弦甚至还透露，自己依然期待下一届冬奥会，
“对于花滑运动员来说，冬奥会是非常不一样
的平台。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站在冬奥会的
舞台上。”如此坚持，如此执着，他说，“我为我
是羽生结弦而自豪。”

特派记者 厉苒苒（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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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那场农历虎年的京城初雪，为红砖碧

瓦的紫禁城，披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也让进行
中的开年大展——“何以中国”中华古代文明特
展，多了几分神秘感。昨天，由2022北京新闻中
心联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惊喜盲盒”——故宫
媒体开放日活动，让记者与这场热门展览近距离
接触。
庄严的文华殿内，从全国30家博物馆精选出

来的130余件文物，静静地讲述着中国历史上的
一段段传奇故事，在北京冬奥会渐入佳境的背景
下，特展中的几件“国宝”，也与这场盛会，有着奇
妙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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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开年大展
“邂逅”冬奥冬奥 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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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长信宫灯

▼ 何尊 特派记者 萧君玮 摄

羽生结弦
不会退役，继续挑战

“源起”西汉的火种灯
去年10月，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历经长途跋涉，

从希腊顺利抵达京城，正式宣告冬奥盛会进入倒计
时。在公众面前“亮相”的那一刻，除了神圣的火
种，造型别致的火种灯同样备受瞩目，而这个火种
灯的“原型”正是本次特展中的一大“重器”——西
汉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于1968年在保定出土，

灯高48厘米，通体鎏金。灯上刻有9处
铭文，共计65字，灯名则源自底部的铭
文“长信尚浴”。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
者李剑叶早前谈及灵感来源时透露：
“将火种灯如此设计，是希望借‘长信’
之义，表达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
走进特展的中心区域，轻巧华丽的

长信宫灯立刻映入眼帘。只见一位跪
地的宫女左手执着内有灯芯的灯盘，右
臂高高举起，垂下的袖管恰好起到灯罩
的作用，这确保了宫灯点燃时，室内空
气的清洁，其典雅又不失活泼的气质，
则刚好与圣洁珍贵的冬奥火种相呼应，
也将中国古代工艺的巧夺天工与现代
奥运不断进步的目标巧妙结合。

西周“制造”的火种台
冬奥会的各个赛场内，“中国加油”的声浪总能

让选手充满动力，那么你知道“中国”这个名词最早
是在哪里出现的吗？答案是正在特展展出的西周文
物——何尊，不仅如此，它还是北京冬奥会火种台的
设计灵感来源。
“在何尊内底铸有一百二十二字的铭文，其中有

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目前所知‘中
国’一词最早的记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李岐
如是介绍道。而何尊与冬奥会的“缘分”，则是长信宫
灯带出的辐射效应。
“火种灯、火种台和其他相关器物的设计，是个系

统工程，风格和特征需要最大程度保持一致性。”李剑
叶表示，火种台的设计主旨为“承天载物”，旨在体现
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大气稳重的何尊，便成了最
好的选择。近距离观察不难发现，何尊的主体以雷纹
为底，体侧有四道扉棱，散发出浑厚的气息；而其不同
部分凸出的各式浮雕纹，则让这尊重器多了几分活
力，让人不禁联想起冬奥会赛场上众多灵动的身影。

双奥之城的“亲历者”
如果要让冬奥选手选择一个最荣耀，也最期待的

瞬间，奖牌挂上脖子的那一刻，一定会得到不少票。本
届冬奥会的奖牌自问世以来，便凭借精巧的设计和造
型受到好评，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这次奖牌的设计灵
感，来自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同心圆玉璧。

距离“何以中国”特展入口不远，展示了一个硕大的
同心圆玉璧，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代表性馆藏器物之
一，展示窗口下方的注释“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说明了它的“年岁”，也让人感受到它的“分
量”。“玉璧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器物之一，因此不
论在奥运赛场上，还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
它都象征着荣耀。”特展讲解员如是说道。

巧合的是，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奖
牌——“金镶玉”的设计灵感，同样来自
玉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圆圆的器
物，不仅是每位冬奥会参赛者都想“挂”
上脖子带回家的“香饽饽”，还是向世界
宣传中华文化的窗口；它见证了华夏大
地几千年的文化变迁，更是中国两次申
奥成功，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的亲历者与参与者。

特派记者 陆玮鑫 萧君玮

（本报北京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