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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种子飞向天空，鸟巢上空的

夜被绚烂的烟花点亮。

伴着激情乐章，杨朔丞同学在鸟巢外的

服务岗位上许愿，度过了难忘的 20岁生日。

“冬奥开幕式刚好和我生日在同一天，

挺惊喜的，对我来说是一份特殊的礼物，是

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时候。”他说。

2 月 4 日 ，期 盼 已 久 的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会惊艳开幕。

在立春时节邂逅，青年演员和北京冬

奥城市志愿者像一片片雪花，温暖凝聚在

鸟巢，用精彩的演出为冬奥喝彩，用志愿的

热情为冬奥服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这个由 90 后、00 后组成的青

年群体，有很多人和杨朔丞一样的，和冬奥

有着不解之缘。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冰雪之约

已经开启。

身着不同服饰的年轻人跳着“行进式

广场舞”为开幕式热场，如同冬天里的一把

火，将现场的气氛点燃。

北 京 城 市 学 院 的 张 佳 仪 在 鸟 巢“ 起

舞”。这一刻，她的心情激动又温暖。

张佳仪的父亲是北京市公安局特勤局

的民警，曾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等国家

重大活动。“以前我还小，不太能具体体会

到那种激动的心情。”如今，这对父女变成

了“战友”，“备场化妆的时候，我还见到了

正在巡查的爸爸，他走到我身边悄悄说了

声‘加油’！”有了父亲的陪伴，她对演出自

信满满，“我的笑容一定自信又灿烂！”

来自清华大学的热场演员与冬奥的缘

分颇深。

清华大学化学系直博生曲清韵曾担任

清 华 大 学 学 生 国 旗 仪 仗 队 常 务 副 队 长 。

2008 年，清华大学 44 名同学组成北京奥运

会升旗手志愿者队伍，与赫赫有名的三军

仪仗队的成员并肩，在 6 个赛场的颁奖仪

式中承担升旗任务。

曲清韵被清华前辈的卓越风姿和奥运

事迹深深吸引，也在心里装上了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期待可以参与冬奥会的相关工

作。如今，期望变成了现实，她用更活泼、热

烈的表达方式站上了冬奥的舞台。

灯火璀璨、光影流动，鸟巢里洋溢着青

春气息。

清华大学的李润凤在去年 5 月圆满完

成了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系列赛事首

都体育馆颁奖仪式的升旗任务，“颁奖仪

式采用横杆升旗的方式，看似简单，但背

后我们对升旗装置与流程细节反复磨合了

很多次。”

李 润 凤 永 远 记 得 ，2021 年 4 月 19 日 ，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她有幸作为

本科生代表向总书记表达了中国青年在冬

奥舞台向世界展现风采的决心。开幕式上，

李润凤用行动兑现了诺言。

当 100 名青年代表伸出双手，将五星

红旗传递，当国旗仪仗队将红旗迎风升旗，

这个被网友称为“没有表演，但却直抵人心

的”升旗仪式，让开幕式引导员、北京师范

大学学生郭思雨差点落泪，“祖国的繁荣昌

盛在先辈们的努力下一点一滴汇聚而成，

我 们 这 代 年 轻 人 才 有 机 会 站 在 鸟 巢 的 中

央，看着奥林匹克圣火神圣点燃，向全球人

民展示中国的青春力量与青年风采。”

约 3000 名演员共襄盛会，不同国籍、

不同肤色的青年一起行走在冬奥会的开幕

式上，世界人民“一起向未来”的象征意义

已经被传递得淋漓尽致。

“我是北京冬奥开幕式数千名演员之

一，也是数千名演员中的唯一！既代表我的

祖国土库曼斯坦，也代表北大青年。”开幕

式结束后，来自土库曼斯坦、就读于北京大

学工学院能源系的 20 级博士生撒普尔兴

奋地说。

更厉害的是，撒普尔还为“绿色冬奥、

科技冬奥”奉献智慧，他与导师共同参与的“零

上高品质动态人工造雪和储雪一体化技术

与装备研究”和“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技术”项目成功应用于国家速滑馆滑冰场。

2021 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俄罗斯留学

生 ，爱 丽 克 斯 收 到 了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回 信 ，

“ 信 中 ，习 主 席 呼 吁 我 们 青 年 一 代 勇 敢 发

声，促进人民民心相通。”爱丽克斯在开幕

式 上 完 成 了 一 次 精 彩 的 表 演 ，她 期 待 着 ，

“能够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

鸟巢外，不少观众被志愿者的热情服

务暖到。

“欢迎大家来参加冬奥会开幕式，鸟巢

请往前面走。”观众入场前，疏散集结岗位

的城市志愿者用亲切的招呼声提前点燃了

观众的情绪。

引导开闭幕式观众进场和离场，看似平

常的语言和动作，志愿者们练习了很多遍。

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唐甦记得，开幕

式彩排首次迎接观众入场，虽然脑海里早

已想好动作和台词，但小伙伴们“僵在原地

放不开”，她勇敢地向前跨出了第一步，“您

好，我是城市志愿者为您指引，前面就是鸟

巢入口。”没想到，唐甦的话匣子一打开，身

边的同学纷纷化身“气氛组”活跃起来，手

势从单调的指导变成了与观众挥手互动。

四川人唐甦今年读大二。她说，服务冬

奥是大学阶段的愿望之一，这也是她选择来

北京上大学的重要原因，“当志愿者的心情

是急切的，多累都值得。”唐甦在开幕式的服

务中拿出了更多激情，获得了不少观众的点

赞，“我们将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传递给别人

的时候，别人也会将这份能量回馈给我们。”

开幕式结束已是深夜。奥林匹克塔的

正下方，北京林业大学的城市志愿者卢佳

欣正在引导观众有序退场。在鸟巢奋战了

很多天，有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

卢佳欣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急转弯的拐

角，这里设置了用来分离人流的桩子。一次

彩排结束后，天下着雪，路上结了冰，几个

志愿者一边不断地提醒观众们“注意脚下

安全”，一边举起手机照亮。人流渐渐大了

起来，为了保障安全，志愿者们拉起双手，

筑起“人墙”保护通道，避免拥堵发生。

“我们手拉着手，那种温暖从心底油然

而生，这就是志愿者团结的力量。”再次说起

这一刻，卢佳欣的声音里传递出些许感动。

清 华 大 学 硕 士 生 汪 子 奇 也 感 受 到 了

“团结”。四年前，他是平昌冬奥会志愿者，4
年后，他的身影出现在了鸟巢。“疫情之下

举办冬奥会很不容易，开幕式上，所有人的

力量编织成同一个纽带，所有人的付出传

递着同一个希望，所有人的光彩凝结成同

一个梦想，才会让所有人共同迎来同一个

春天。”

每一片雪花都温暖，每一种冬奥缘分

都特别。

从 2008 到 2022，志愿者的精神薪火相

传，北京林业大学的志愿者苏泉从哥哥那

里接过了“接力棒”。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的 146 名志愿者服务在鸟巢，在寒冷的

冬日里走出了夏日的激情。

清华大学志愿者刘以诺与奥运的缘分

很深，申奥成功的 2001 年，他出生于北京，

在全民迎奥运的氛围中长大，亲眼见证了

奥运会给祖国和首都带来的变化。“眼光放

长远一点，等我老了回忆往事，一定也会为

自己这段‘双奥’经历骄傲自豪。”

情满鸟巢 中国青年方阵昂首走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杰

所有人都在期待主火炬点燃的一刻，

它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历来是奥运开幕

式的核心机密。

“表演好坏，点火是成败”，开幕式总导

演张艺谋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有这样的

说法。“主火炬是什么样子，点火方式是什么，

一直是重中之重，它大于所有的文艺表演。”

2 月 4 日晚，主火炬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亮相，很多人并不

知道，这样的点火方式险些不被国际奥委

会接纳。

“在点火创意之初，我们研究了历届奥

运会，早期就拿着火炬碰一下点着，后来各

国拼尽创意。”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

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

这些年，人们见过射箭点火、水中点火、拳

王阿里颤抖着点火。2008 年，中国体操运动

员李宁“空中飞人”点燃火炬给世界留下深

刻印象，这与“外国人脑海里中国人都会武

术，能飞檐走壁，腾空而起”的形象暗合。

主创团队回顾了 2008年技术资料，发现

李宁点燃的火炬，一小时大概消耗 5000立方

米燃气。为了维持它的巨大火焰，鸟巢专门配

了一个燃气站，日夜不停地为它输送动力。

听到这个数字，主创们吓了一跳。“熊

熊 燃 烧 的 大 火 当 然 是 人 类 奥 运 精 神 的 体

现，但它环保吗？”张艺谋说。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4 个仪式，主火炬燃烧

一个多月，不知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从那一刻起，主创团队开始想怎样把

火焰变小、如何更环保。

“一开始，艺谋导演想能不能把火转化

成光。”常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火

从光而来，我们在现场，用光的方式再做回

一团火。”

这个没有实火的方案，得到国际奥委

会的答复：“你们还有没有 B 方案？”

古代奥运会上，人们点燃火种以纪念

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

斯 。现代奥运历史上，1928 年首次引入火

种，并从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开始进行火种

传递。自此，开幕式上必须有“火”，几乎像

定理一样不可改变。

“不能用电、不能用光，不能用任何东

西代替。”张艺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这 是 一 种 古 典 的 传

统，“隔空点火，我的

火 跟 你 的 火 没 挨 着 ，

那都不算。”跑道旁常

有 火 种 灯 跟 随 ，万 一

火 炬 意 外 熄 灭 ，需 用

火种灯点燃。

“它是一个流程，

是一个法律，是一个界定，生生不息、永远

燃烧不能熄灭的一个象征。”张艺谋说。

用光代替火的方案被否决后，导演团

队设计出颠覆式的“微火”方案。

“很多人一开始准备看一个石破天惊

的东西，结果可能会意外。”张艺谋说。

想到这个创意后，他向北京冬奥组委

报告，很快得到支持。他开始紧张地等待，

国际奥委会是否会点头。“人家一百年都不

是你这个样子，这符合不符合《奥林匹克宪

章》，他能接受吗？”

北京提出用清洁氢能源做燃料，国际

奥委会同意了。但说到把火做小，他们有些

犹豫。“奥运之火就是要熊熊燃烧，不能因

为低碳改变百年传统。”常宇回忆国际奥委

会的担忧。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的 高 层 认 可 低 碳 的 理

念，北京冬奥组委领导要求，一定要去做国

际 奥 委 会 的 工 作 。当 时 ，中 国 还 未 宣 布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

和”的承诺。

那是 2020 年 9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欧

洲正盛，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每两

个月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被疫情打断，

国际航班很少，沟通只能靠邮件往来。

因为内容涉密，邮件通过外交部的信

使传递。冬奥组委把材料交给外交信使，带

到瑞士前方，之后通知国际奥委会的人去

取，对方把材料拿到手，再展开讨论，以此

保证在疫情下工作的正常运转。

后来欧洲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级，信

使停了。唯一的沟通中断，点火方式又迟迟

不能得到认可。常宇很着急，他的办公室在

鸟巢的东北角，2008 年的主火炬塔曾在他

头顶的位置上方。他没有想到，14 年后，他

为了奥运火炬，开始了近万里的沟通之旅。

外交部告诉他，当时唯一的办法是，让

冬奥组委派人直接传递文件去瑞士。

北京冬奥组委决定派人去一趟国际奥

委会总部瑞士洛桑，说服“甲方”接受那个

大胆的方案。

信使需要两个人，常宇和一位同事带

着装有外交证明材料的邮袋，踏上了国际

航班。他们先去了一趟西班牙马德里，国际

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

安东尼奥·小萨马兰奇在马德里，奥林匹克

广播服务公司的总部也在马德里。

常宇下飞机前一周，马德里刚刚宣布

升级的防疫政策，外出不戴口罩要罚款，许

多店铺关闭，他看到，马路上的人很少。

完成在马德里的工作后，常宇和同事

来到洛桑，疫情同样紧迫。餐馆开门但不允

许堂食，国际奥委会的办公楼都关闭了，国

际奥委会在日内瓦湖边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找 一 间 会 议 室 ，计 划 开 两 天 会 。第 一 天 会

后，博物馆突然宣布关闭。最终，第二天，他

们举行了一场四地的视频会议，北京、马德

里、日内瓦和洛桑各有关方面在线上见面。

在 第 一 天 的 会 议 上 ，张 艺 谋 导 演 说 ，

“我们希望能对点火的实际形式做一次改

革。”当面与国际奥委会交流时，常宇开门

见山，“北京想把大火变成微火。”他展示了

这个想法具体如何操作。

总导演张艺谋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几

分钟，向国际奥委会阐释微火的创意及背

后的理念。

国际奥委会经验丰富，提出许多细节

问题，比如太小的火会不会看不见？比如在

冬奥会进行时，没有比赛的鸟巢是否还留

有火炬？如果没有，怎样让大家感到火炬一

直存在？

这些细节问题，如今已被一一解决。在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分别设有火

炬塔，像城市雕塑一样，民众可以走近它，

与它合照。

沟通到最后，常宇说，中国作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和工业基础导致相对

能耗并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向世

界表明致力于碳减排的决心。“让他们知道

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是希望传达中

国人对世界的责任感。”

“你确定吗？”国际奥委会问了很多遍。

最终经过慎重的内部讨论，国际奥委会说，

尽管这次与历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

支持北京冬奥组委的做法。”

张艺谋松了口气，“他们说只要有火就行”。

“当面沟通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方式，

人一到那就顺利多了。”常宇说。这位特使

完成使命后回国，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经历

了两周的隔离。

2021 年 10 月 18 日 ，北 京 冬 奥 会 倒 计

时 100 天前夕，火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

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当奥林匹克会

歌 在 古 奥 林 匹 亚 赫 拉 神 庙 遗 址 的 上 空 响

起，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桑西·乔治乌利

用 凹 面 镜 点 燃 火 种 。她 与 北 京 颇 有 渊 源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种采集，她首次扮演

女祭司。

两天后，火种抵达北京。2022 年 2 月 4
日，鸟巢广场里，火炬手接过最后一棒，跑

完一道弧线，在终点把火炬一放，世人惊讶

地看到，原来它就是最终之火。没有“点”的

过 程 ，也 没 有 盛 大 的 火 焰 ，只 是 一 团“ 微

火”。它产生的碳排放量大概是之前的五千

分之一。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传达的低

碳环保的理念是如此清晰。”张艺谋说，它

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一个经典的瞬间。此

后的奥运会，如果想做一次低碳环保的实

验，请参照北京冬奥。

奥运火炬庄严地燃烧起来，某种程度

上，它的点燃方式暗含着一个国家希望外

界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如何看待世界。

之前，运动员入场后，约 91 名引导员

将写有国家和地区名字的雪花构建成一朵

巨 大 的 雪 花，外 沿 是 橄 榄 的 枝 叶 ，璀 璨 发

光。它也成为了最终的火炬。

张艺谋说，以往，几乎所有的奥运点火

仪式都是独自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由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组成一支火炬，是历届

奥运会上少有的设计。在鸟巢历史性的一

夜，一朵“燕山雪花大如席”。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机

会，十几年的时间里，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块

开幕式场地举办两次奥运会。一次是夏奥

会，一次是冬奥会。”常宇说，中国如今在世

界格局中的位置，需要用更世界化的词汇

去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火炬的例子说明，在多边的国际活动

中，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都是源自自身

的传统和想法，碰撞之后取得一致，再为

一致的目标一起付出努力。这个过程就像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常宇说。

北京冬奥会火炬是这样变“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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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钟的

奥林匹亚的火种，如期抵达中国
国家体育场“鸟巢”。在古都北京悠久
绵长的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镌刻
下自己的时代印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
震撼开场，让世界领略了“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的无限魅力；14 年
后，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再创经
典一幕，向全人类发出“一起向未来”
的邀约。此时此刻，世界再次聚焦“鸟
巢”，北京再次欢迎世界。

中国人热爱和平、珍惜和平，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表达了中国对于世界和
平的追求和向往。在中国文化中，“破
冰”拥有打破隔阂、化解矛盾、走近对
方、相互理解的寓意。开幕式表演的

“冰球”击碎冰立方，化为晶莹剔透的
冰雪五环，呼应奥林匹克事业“铸剑为
犁”的美好愿望。

体育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凸显了“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当孩子吹散
蒲公英，天空出现“蒲公英”的焰火，春
天的种子将撒满大地，奥林匹克运动在
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新的活力。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唱响了“一起向未来”
的主题口号。每一个代表团都是奥林
匹克大家庭的一朵小雪花，来自世界
各地的小雪花汇聚成一朵大雪花，传
递着人类彼此不同却美美与共的共同
价值观。

每届奥运会都会给举办国家和城
市留下鲜活的时间剪影，在传统与现
代的激荡中，北京冬奥会留下的时间
剪影是什么？当中国再次进入奥运时
间，这个走向复兴的文明古国又将向
世界展示怎样的形象？

人们犹记得，1908 年，南开大学
众学子投书《天津青年》杂志，提出三
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何时能够派
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
够得到奥运会金牌？中国何时能够自
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 年，刘长春“单刀赴会”代表
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1984 年，许
海峰夺得洛杉矶奥运会男子手枪 60
发慢射冠军，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在奥
运会赛场上获得的首枚金牌；2008
年，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中国人用一
百年时间回答了“奥运三问”，实现了
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大国，迎来体育强
国的华丽转身。

大河奔流，滔滔不竭，当今之中
国，不再需要通过一块金牌、一场奥运
会来证明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中国人不再为竞
技场的一时输赢患得患失，而逐渐学
会享受体育、感受体育的魅力。

当奥运火种再次莅临，见证了冰
雪运动在一个东方大国的朝气蓬勃。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已是过去式，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成
为现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热爱运
动的人担当主角，30 分钟的行进式广
场舞，表达出群众体育在中国的根深
叶茂和浓郁炽热。

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理念，开幕式“简约、安全、精彩”，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在表演中
交相辉映，向世人呈现别样精彩。开幕
式约 3000 名演员中有 95%为青少年，
而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仅为
25.2 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第一次参
加冬奥会。从“鸟巢一代”到“平视世界
的一代”，一代代青年相继成长、成熟，
磨砺与考验中，“青春”永远是国家前
行和社会进步的闪亮符号。

冬奥会开幕之际，正值二十四节
气的立春。奥运主火炬熊熊燃起，随之
而来的将是冰雪消融、春暖花开。这也
预示着世界终将重新凝聚在一起，人
类消除隔阂、紧密团结、彼此尊重，共
同克服疫情带来的危机与挑战。

绚烂烟火会消散，但北京冬奥会
铸就的“记忆之塔”，将长久在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的心中高高耸立。让我们
自信从容地张开双臂，再续“北京欢迎
你”的款款深情，共赴面向未来之约。

奥运火炬点燃
共赴面向未来之约

2 月 4 日，火炬手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广场舞表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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