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练“擦地板”
场地周围有13朵“雪花”，是手

语指挥。如果没有解说，没人知道

场上有一半演员是听障人士。

在这个表演中，健全人和残疾

人形成了一种默契。演出中有低头

的动作，健全人会用呼吸或是神态

提醒听障人士。看到喘息的动作，

残疾人就知道下一个动作该起了。

天衣无缝般的演出来自之前无

数次的练习，《圆舞曲》需要演员通

过旋转椅子完成舞蹈动作，椅子和

人如何协调一致，就成了舞蹈的关

键。腿上、胳膊上、腰上到处都是淤

青，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领舞演员

魏菁阳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介绍，

“我们刚开始练，身上被椅子硌的到

处是淤青，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睡觉都能疼醒。”

“她们又来擦地板了，鞋都磨破

了。”这是之前排练时，排练场工作

人员最经常出现的评论。从早上9

时一直排练到半夜，两个多月排练

下来，大部分演员的舞蹈鞋都磨破

了，她们会用黄色胶布把自己的红

色棉舞鞋缠住继续排练。而地板也

在女孩们一次次的翻滚伏地之中，

被擦得光滑可鉴。

“残健融合，彼此没有差异，都是

舞者的身份，来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演沈晨透露，

“在这儿可以看到更加美丽，更加璀

璨，更加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方式。这

朵雪花寓意着每一个残疾人心目当

中最纯洁、最唯美的那份生命绽放。”

无声胜有声
国歌在鸟巢奏响，国旗缓缓升

起。旗杆旁，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

长邰丽华带领艺术团、北京联合大

学等45名听障演员用手语“唱”国

歌——虽无声，但意浓。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用手语唱国

歌，就是国家关心、关爱残疾人的生动

体现。”在排练的时候，邰丽华尤其注

重细节的把控。“前进”手势的方向，

“不愿”转头的幅度，邰丽华一遍一遍

带着演员练习，纠正动作和表情。在

她看来，表演者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

作都代表了残疾人的形象。

方案最初只有北京联大的女大

学生，几次彩排下来，邰丽华感觉缺

点阳刚之气。邰丽华向导演组建议

增加了艺术团的12名听障男演

员。建议很快就被采纳。邰丽华自

信地说：“我们也能把对祖国的这份

热爱表达出来，也向世界传递一种

精神力量。”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昨晚的冬残奥开幕式的

开始始于一盏鲜红的灯笼，

一名视障女孩得到了一盏红

灯笼，她爱惜地抱住灯笼，胸

口那抹暖意变幻成了本次北

京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容

融。踩着冰刀滑进鸟巢，雪

容融的到来也让这初春的夜

晚多了几分暖意。

暖意，是被自强不息的

故事所打动。

改变始于体育。冬残奥

会是残疾人展示自我的大舞

台，直面生活挑战、为梦想而

拼搏，他们的精神意志令人

敬佩，鼓舞人心。绽放出生

命之花，不断迸发出向上的

力量，他们奋勇拼搏、自强不

息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

神、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

暖心的，不仅仅是红灿灿的灯

笼。更是在李端点火遇挫时，鸟巢中

响起的“加油”声。

给予残疾人更多的关爱和鼓励，

整场开幕式都洋溢在一种温暖的情感

当中。通过舞台上的演员，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普通残疾人感人肺腑的故

事。以残疾人表演者为主要角色，更

能体现包容的社会。就如同雪容融的

名字所寓意的，容融，代表着包容、融

合，体现了通过残奥运动创造一个更

加包容的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残健融合，以“有爱”创

造“无碍”，北京冬残奥会将为世界点

亮人文关怀的光芒，带来一个打破隔

阂、包容彼此的宝贵契机。

还是那片“大雪花”，还是那束

微火，从冬奥会到冬残奥会，点火

的形式没有改变，点火者却变成了

一位视障运动员。

昨晚冬残奥会开幕式的点火

环节，主火炬手李端努力着想要将

火炬插上主火炬台，但却怎么都对

不齐。始终努力着，他的坚持让人

动容。当最终插好火炬的那一刻，

他握拳吼了一声。这一幕，让太多

人破防，有人说：“他虽然看不到

光，却为我们点亮了夜空！”

1978年出生的李端从小就喜

欢打篮球，曾两次入选国家青年

队，还是辽宁队主力控卫，也是王

治郅在国少队的队友，曾经拿到

过全国青年扣篮大赛的冠军。

1996年，一个灭火器的意外爆炸

使他双目失明，失去了视力和右

手食指的第一节。

双目失明后，篮球是打不成

了。李端没有气馁，而是从篮球转

到了跳远。“练跳远必须要跑得直，

而且步点要准，步子大了，踩过起

跳区就犯规了，步子小又没进起跳

区，歪了还跳不进沙坑。”李端觉

得，这种感觉和插上主火炬的那个

瞬间很像，要准确，要胆大心细。

鸟巢，对于李端而言并不陌

生。14年前的那个夏天，就是在这

里，他获得了2008北京残奥会男子

三级跳远F11级的冠军，打破了西

班牙运动员保持10年的世界纪

录。彼时，身边是如雷的喝彩。而

此刻点火，周遭却是非常“安静”

的，那种静谧让他想起赛场上起跳

前的寂静，“比赛时，我需要全场安

静，让我和教练听到需要的声音。”

一次次的蓄力、起跳、落地中，李端

获得了沉甸甸的荣誉：从2000年到

2012年，他参加了4届残奥会，共

夺得4块金牌。这一次，他带着骄

傲与荣誉握紧了手中的火炬。

李端是在两周前才得到通

知，准备参加冬残奥会开幕式。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火炬手，前几

次彩排大家都演练完了，他也没

什么任务。几天后，凌晨两三点，

等到所有的演员退场、场地里没

有观众了，他才开始练习最后一

棒的交接和点燃主火炬。

视障运动员点火，这是往届

残奥会上从没有过的大胆尝试。

在导演组看来，这个过程本身像

是用内心的火焰点燃了现场。一

点小小的火苗照亮了整个天地，

点火环节展现着中国人的坚韧品

质，亦是生生不息的传承。也多

亏了这次雪花台加微火的特殊装

置，让导演组看似天马行空的想

法变得可行。

“我看不见火炬，但是我要把

最后一棒火炬点燃，让更多的人看

见我们，看见我们残疾人自强不

息，努力向上的这种精神。”李端

说，当最终对准的刹那，他听到了

放礼花的声音。

微光，温暖脸颊；烟花，点亮夜

空。北京冬残奥会也在让人动容

的这一幕后拉开帷幕。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跹뮨짙얮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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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

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唯一一个正
式的文艺表演环节是《冬残奥圆舞
曲》。90名演员身着雪白的服装，跟
随圆舞曲的音乐，在鸟巢幻化成一朵
朵闪亮的雪花，舞动出流动的冰雪世
界。在手语老师和残疾人舞者的共
同表演中，残奥会开幕式延续冬奥
会，讲述新的雪花的故事。

他看不到光 却为我们点亮夜空
视障运动员摸索点燃北京冬残奥会主火炬

苒情
岁月

场外音

雪
容
融

暖
融
融

◆

厉
苒
苒

■ 李端将火炬嵌入“大雪花”中央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 雪花少女翩翩起舞 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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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障演员手语“唱”

国歌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