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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圣洁的雪乡，唱响悠扬的赞歌。2月17日，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举行。甲辰龙年的正月，一场冰雪运动的盛会，在北疆草
原正式拉开了帷幕。

晚 8点，“十四冬”开幕式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
心速度滑冰馆正式开始。会场外，主火炬塔静静矗立。

以祥云、哈达为设计灵感的“十四冬”主火炬塔位于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的广场中央，浓厚的民族文化
特色与周围的三大场馆相得益彰。主火炬塔最上部镂空
结构的火盆直径4.4米，装饰有民族文化图案并搭配三朵
祥云造型，衬托吉祥如意的氛围。而在主火炬塔的颈部，
由奥运五环演变的同心圆依次向上排列，既体现出奥林匹
克运动精神，也表达出内蒙古人民举起体育圣火的决心。

迎接圣火，内蒙古准备好了。
在激情澎湃的《中华体育精神颂》朗诵结束后，“十四

冬”火炬在 14名脚踩冰刀的新时代青年簇拥下进入会
场。燃烧的火炬升腾着勇气、拼搏、团结与友谊，激荡着每
一名健儿的热情与梦想，也照亮了人们追求卓越的征程。

火炬被交到第一棒火炬手、亚运会冠军孙培原手
中。他将火炬高高举起，全场观众纷纷打开手机的闪光
灯挥舞着。一时间，开幕式现场仿佛变为“浩瀚星河”。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经过第二棒火炬手、单板滑
雪运动员彭程和第三棒火炬手、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刘奕
杉的传递，第四棒火炬手、冬奥会冠军武大靖高举火炬，
跑向舞台中央，将手中的火炬插入“十四冬”会徽“冬之
韵”。只见数字“圣火”在“冬之韵”中“流淌”，最终与舞台

“相融”变为一颗火红的“冰球”，被数字化的“冰球运动
员”击向场馆外的主火炬塔。

这一刻，“十四冬”圣火在北疆点燃，梦想之花在冰雪
上绽放。

“我们通过‘数实交融’的手法点燃主火炬塔，实现室内室外的联动。”“十四冬”
开幕式总导演杨嵘说，“14名青少年运动员脚踩冰刀在真实的冰面上簇拥火炬进入
场内，将舞台表演和实际的冰面结合在一起，这既是艺术的语言，也是体育精神的
展现，更符合‘十四冬’此时此地的精神传承。”

燃烧的圣火，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也体现出运动健儿
不负韶华、接续传承的拼搏之势。

此前参加“十四冬”火炬传递的火炬手王桂芳曾代表中国队参加1984年第十
四届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那时候我才22岁，转眼已经过去了40年。”今年62岁
的王桂芳说，身为老一辈运动员的她希望将心中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传递给年轻一
代运动员，让他们在赛场上追逐自己的梦想。

看那熊熊燃烧的圣火，它不仅点燃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激情，更在冬日里燃
起了人们心中逐梦明天的光。 （新华社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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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角已吹响，吾辈当
自强，吾辈当自强！”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开幕式上，8名北京体
育大学学生与 100多名演
员共同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慷慨
激昂的声音在会场内回荡，掌声经久
不息，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随着 14名穿着冰鞋的少年簇拥
着火炬滑入场内，火炬传递仪式开
始，开幕式的文体展演告一段落。

为什么一个朗诵类节目能够在
展演中压轴，并带给现场观众巨大的
震撼？

“文艺演出的尾声部分，需要现
场观众群情激昂，引出点火仪式，所
以最后一个节目要能够把氛围烘托
上去，《中华体育精神颂》做到了。”

“十四冬”开闭幕式总导演沙晓岚说，
首次拿到朗诵词时，就觉得这里面

“承载的内容很重”。
“彩排时，观众鼓了四五次掌，最

后灯光一暗，全场掌声响起时，我觉
得就是中华体育精神带给所有人的
感动。”参与朗诵的北京体育大学学
生汪粤骄傲地说。

8名学生都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大都是播音专业解说
方向的学生，都经过专业播音主持、
语言表达训练，但要演好这个节目并
不简单。

“尽管节目是现成的，但第一个
困难就是要压缩时长。初版是 5 分
30 秒，后来实际朗诵时间是 3 分 25
秒，节奏更快，要求更高。”北京体育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体育赛事传播
系副主任郑珊珊说。

演出时，这 8 名学生身后还有
100余名舞蹈演员组成的方阵。为了
呈现出更好的舞台效果，这些学生纷
纷减肥。郑珊珊说，减肥不是导演组
的要求，是他们给自己的要求，“大家
都觉得瘦了更有精气神儿”。

“十四冬”开幕式是在农历甲辰
龙年正月初八，意味着这些来自天南
海北的学生和老师们要在寒冷而遥远
的异乡过年。“除夕我们找了个民宿一

起包饺子，原以为这些孩子们会哭，没
想到他们特别开心！”郑珊珊说。

除夕没哭，不代表不会掉眼泪。
汪粤在一次比较重要的联排时，没有
处理好“当万里长城拥抱奥林匹克”
这句话的情绪，当时就急哭了。“这句
话回答了‘奥运三问’，而且北京又是

‘双奥之城’。但我当时没做好，我被
自己‘蠢’哭了！”

王艺晗的眼泪则从刚开始流不
出来，到后面难以控制。“登山健儿，
以无高不可攀的勇气，将五星红旗插
上地球之巅”，王艺晗最初无法理解
攀登珠峰的重要意义和当时的重重
困难，她查阅史料、翻看相关新闻报
道后，与当年的登山健儿深深共情，
之后一朗诵到这里，眼泪就在眼眶
里打转。

郑珊珊说，准备《中华体育精神
颂》的朗诵并不仅仅是在呼伦贝尔的
这20多天，也不仅仅是练习气息和发

声，还有平日的“内功”。
“我们组织学生观看相关
纪录片，因为那些体育事
件都真实地发生过，曾影
响过一代代人，还将继续

给予年轻人力量。”
佟艺在大 一 时 学 习 了 速 度 滑

冰，还解说过花样滑冰和单板滑雪
大跳台项目。“无论是自己上冰，还
是解说冰雪项目，都能更深入地帮
我理解冰雪运动的魅力和中华体育
精神。”

在佟艺看来，正是无数运动健儿
的努力和坚持，才能让大家去传播这
些精神。“所以我们感觉自己身上背
负的责任也很重，一定不能辜负运动
员无数个日夜的训练，更不能辜负他
们为国争光的拼搏。”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
棒，交在了我们手中！使命在肩，奋
斗有我！’”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钟海说，“颂词充
满爱国的力量，这就是中华体育精神
让人感动的内核，也是节目能点燃全
场的原因所在！”

（新华社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中华体育精神颂》为什么压轴？
□新华社记者 张云龙 王春燕 魏婧宇 于嘉

新华社呼伦贝尔 2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春燕 魏婧宇）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17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开幕，这也意味着闭幕
的日子近在咫尺。“十四冬”开闭幕式
总导演沙晓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透露，闭幕式主题与一首经典的
草原歌曲同名。

“有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我和
草原有个约定》，这也是我们闭幕式
的主题。”沙晓岚说，在选取闭幕式主
题时，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到了闭幕的时候，我们（的主
题）就会变得很轻松，主要表达两种
情绪，一个是依依惜别之情，一个是

运动员们的嘉年华。”
沙晓岚解释说，全国各地的运动

员来到内蒙古，来到呼伦贝尔大草
原，在冰天雪地里经历这段时间的比
赛，离开时是一种难忘、不舍的情
绪。另外，他觉得运动员们在竞技舞
台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闭幕
式）应该是他们的嘉年华”。

“我们为闭幕式主题选了好多名
字，哪个都比不上《我和草原有个约
定》，干脆就拿这首歌的名字作为我
们的主题。”沙晓岚透露，自己和草原
也有一个约定，“我们想，夏天的时
候，要再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在冬
天拍过照片的地方再拍一张”。

闭幕式主题与一首歌同名
新华社呼伦贝尔 2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春燕 魏婧宇）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17日晚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开幕，开幕式舞台上悬挂的
巨大“圆弧”格外醒目。为什么在舞台
中央有这样一个设计？对此，“十四冬”
开闭幕式总导演沙晓岚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其实是一条哈达。

“我们发现，内蒙古的天是圆的，
地也是圆的。所以这个圆形、这道圆
弧一直留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
沙晓岚说。因此，开幕式的舞美也是
采用天地同圆的设计。

至于悬挂在半空中的“圆弧”，沙
晓岚解释说，这一方面呼应了天地同

圆，同时也代表一条飘动的哈达。
“你看这像不像哈达的形状？”沙

晓岚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双臂，摆出
一个献哈达的姿势。

其实舞台正中的“圆弧”是顶部
环形投影，在开幕式演出时，这道“圆
弧”时而化身蓝天白云，时而映出道
道晚霞，时而出现一条飘动的红旗，
时而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
冬季运动会”的字样。

这道悬挂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
练中心速度滑冰馆顶部的环形投影，
与地屏、立屏一起，打造了一个与众
不同的全景化沉浸式舞台空间，为观
众献上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

开幕式舞台上悬挂的“圆弧”是啥？

冰壶——公开组混双
循环赛第五轮赛况

2 月 16 日 ，内 蒙 古 队 选 手 贺 丹
（中）在比赛中擦冰。最终，内蒙古队
组合郝兆卉/贺丹 8比 5战胜广东队组
合南佳文/高雪嵩。当日，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公开组混合双
人循环赛第五轮比赛在呼伦贝尔市内
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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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桐夺得全冬会短道速滑公开组女子 500 米冠军
2 月 17 日，张楚桐在冲过终点线后庆祝。当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
道速滑（公开组）女子 500米决赛中，吉林队选手张楚桐以 43秒 011的成绩夺得
冠军，吉林队选手王艺潮和辽宁队选手吕晓彤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赛况
2 月 17 日，蔡雪桐（中）、刘佳宇（左）与邱冷在颁奖仪式上合影。当日，在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单板
滑雪公开组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黑龙江队选手蔡雪桐以 85.75分的成绩
获得冠军，黑龙江队选手刘佳宇和四川队选手邱冷分获二、三名。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全冬会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决赛赛况
2月 17日，重庆队选手王强（右）在比赛中，他以 3分 10秒 01的成绩获得冠

军。当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
术）决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滑雪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新华社记者 于嘉 赵泽辉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17日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
行。开幕式舞台绚烂、特色鲜明、科技
感强，为观众献上一场亮点突出的视
听盛宴。

亮点一：
立体舞台“以小见大”

从辽阔草原到皑皑雪原，从茂密
森林到浩瀚星空，开幕式舞台上的
这些壮美“景致”让人身临其境、如
痴如醉。

“十四冬”开幕式在内蒙古冰上运
动训练中心速度滑冰馆举行，如何在
有限空间内展示丰富元素？开幕式团
队创新运用地屏、立屏、顶部环形投影
等多种影像载体，加上增强现实等技
术，让“小”场子变成“大”舞台。

“我们追求的不是宏大场面，而
是一种精致，一种冰雪运动的美雅。”
开闭幕式总导演沙晓岚在接受采访
时说。

在“天地同圆”的舞台前，观众时
而置身于冰雪世界，时而漫步在辽阔
草原，尽情享受内蒙古的壮美山河和
民族团结之景。

亮点二：
文化元素特色鲜明

在热烈奔放的马头琴声中，数十
名身着骏马装束的演员，跳着雄壮有
力的舞步，好似一群不惧风雪、奔腾向
前的蒙古马，展现着一往无前的精神。

开幕式文艺展演中，不少节目充
满浓郁的民族元素，比如搏克、呼麦、
盅碗舞、安代舞、马头琴等。开幕式暖
场节目中，鄂伦春族口弦琴“非遗”项
目展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舞蹈《森林
中的考考乐》等，让观众感受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民族特色歌曲也呈现出新面貌。
“内蒙古的人们能歌善舞，好听的歌曲
一说一大串，给我们主题曲创作带来
很大压力。”沙晓岚说，“十四冬”主题
曲间奏部分融入好听的马头琴旋律，
歌曲创作风格既追求国际化，又有内
蒙古特色。

亮点三：
出场展现大美中国

北京天坛、福建土楼、西藏布达拉
宫……在运动员入场环节，各省区市
的人文风情和地标元素通过剪纸、国
潮风彩绘等艺术风格，展现在大屏幕
上，精美，贴切。

这一场景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
纷纷说出大屏幕画面上独特的地域元
素。“那是陈醋坛子和应县木塔，一看
就是山西。”现场观众张怡然说。

裁判员和运动员入场期间，现场
响起《鄂伦春小唱》《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等耳熟能详的内蒙古歌曲，经过巧
妙改编，让观众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元
素融合之美。

亮点四：
体育精神振奋人心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
交在了我们手中！”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号角已吹响，吾辈当自强！”

一句句青春的誓言，铿锵有力，振
奋人心。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们
和演职人员组成超过百人的方阵，共
同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呈现新时
代中华体育精神的新风貌，彰显新征
程中华体育精神的新内涵。

在声声诵读后，14名青少年簇拥
着火炬入场，象征着中华体育精神的
传承与发展。

亮点五：
点火仪式“数实交融”

最令人期待的点火仪式环节充满
科技感。最后一棒火炬手点亮室内

“十四冬”会徽样式的点火装置后，数
字化冰球运动员立刻“登场”，在点火
装置处用力将燃烧着的数字冰球打出
场馆，“落到”室外的主火炬塔上。随
后，主火炬被点燃，现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

“这次点火方案以‘数实交融’的
手法，实现室内室外联动，创造性跨越
室内外场地的阻隔，去点燃主火炬
塔。”沙晓岚说。

（新华社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以 小 见 大 数 实 交 融
——“十四冬”开幕式五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