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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亲爱的志愿者朋友们，我们需要

‘小青荷’”，在今晚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开

幕式上，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在致

辞时现场喊话“小青荷”。

今晚开幕式现场的“小青荷”中，有

1800余名来自浙江理工大学。

该校的陈则骧是 477名座席区志愿

者中的一员，从暖场表演开始到所有节

目结束后引导观众离场，她需要坚守 6
个多小时，不时地挥舞双臂、跳跃欢呼，

始终用热情洋溢的微笑和饱满的活力带

动观众席氛围。

在前 5 场彩排演练中，陈则骧所在

的观众座席区是没有人的，但是她依然

按照耳返里的指示毫不含糊地完成所有

指令。“今天晚上，我身后终于有了观众。

经久不息的掌声、山呼海啸的呐喊让我

充满了斗志和成就感。”

服务大型活动对于李海龙来说并不

陌生。大一结束后，他在部队服役两年，

曾服务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等重要活动。

回归校园后，李海龙又成为“小青

荷”。在开幕式中，李海龙作为应急协调

机动志愿者，反复踏勘场馆流线，及时排

查安全隐患。在他看来，每位“小青荷”都

是亚运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运动员入场是开幕式中让人振奋的

一个环节。谢欣怡等 8 位志愿者的职责

是做好旗帜的熨烫、整理和归类工作。每

次整理旗帜时，她总是谨慎小心地烫平

每一条褶皱。“这是对每个参赛国家和地

区的尊重。”

开幕式中出现的充满江南韵味的乌

篷船、流光溢彩的动物彩灯，以及上千名

群演，都要在内场志愿者的协助下进出

场。每次彩排，“小青荷”黄涛都要等待全

部演职人员离场后，才能结束工作，返校

时往往已经是凌晨。

来自巴基斯坦的演职人员 Hamza
上场前非常紧张，黄涛为他加油鼓劲，

并给了他一个拥抱。“他跟我说了感

谢”，黄涛说，大概这就是亚运会“用

体育传递友谊、用交流共筑和平”的价

值吧。

当国歌奏响，“小青荷”脱帽肃

立，高声齐唱国歌。“小青荷”娄瀛寰

热泪盈眶，“看着繁华的夜景，真切体

会到中国的美丽、文明与富庶。非常

荣幸我的青春岁月曾如此近距离地和

祖国同频共振”。

开幕式背后，许多“小青荷”在提供

看不见的服务。韩佳汝制作了上万张“大

莲花”的观演卡，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

证件，但每张走进“大莲花”的证件都将

替她见证亚运盛会的精彩。

数十万张证件制作工作，都由 22名
安保注册类志愿者完成。7月 26日，他们

便进驻制证中心，是上岗时间最早、服务

周期最长的志愿者群体。

穿戴重达 10余斤的特形演出服，顶

着 30多摄氏度的高温，每天 5个小时的

训练，这是吉祥物人偶志愿者的体能训

练日常。

穿上特形演出服后不能露脸、不能

说话，需要隐去一切个人化的特征。为

了展示吉祥物的性格和寓意，他们还专

门设计了个性化的动作和仪态。“小青

荷”赵浩森说：“吉祥物本身承载着美

好的寓意，当大家热情地与宸宸、琮

琮、莲莲互动，彼此间心与心的距离也

更近了。”

还有一批“小青荷”，他们保障着其

他“小青荷”。

开幕式当天，1800余名“小青荷”要

乘坐 36辆专线公交车，如何最快速最高

效地进入场馆考验着交通领域志愿者的

集体智慧。

交通领域志愿者协助工作人员设计

了 4版方案、12条行车流线，仅车辆停

放地点就换了 4处，在经受过 5次开幕

式彩排演练考验后，开幕式当天志愿者

入场时间比第一次彩排演练整整减少 1
个小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高体力

消耗的志愿者提供及时的就餐保障是餐

饮业务领域 27 名志愿者的重要职责。

他们会提早一天确认每个细节，用餐完

毕后，还要提醒用餐人员做好干湿垃圾

分类工作。

看台上他们欢呼跳跃、过道里他们

热情欢迎、夜色中他们默默坚守，“小

青荷”让全世界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

昂扬向上、朝气蓬勃、自信开放的精神

风貌，擦亮了亚运志愿服务工作的金名

片。这些感动关乎信念、关乎坚持、关

乎青春、关乎成长、关乎蜕变，更关乎

圆梦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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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莲花”里的
“小青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记者 王龙龙

9月 23日，秋分时节，亚运的聚光灯指

向了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

马可·波罗笔下的“天城”如何拉开亚

运大幕？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总制作

人沙晓岚给出的答案是“潮起亚细亚”，实

现艺术与技术的双向奔赴。

杭州亚组委此前提到，开幕式不请明

星“大腕”，群演人员全部由在杭的大学生

组成。

走过烈日，跨过雨天，2500 名“群演”

用汗水和微笑张开欢迎的双臂，讲述“相知

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亚洲篇章。

期待现场的掌声

无数次排练、加练、抠细节，是开幕式

演员走上“大莲花”舞台前的必经之路。用

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张韵菡的话说，“练到形

成肌肉记忆”。

张韵菡的“首秀”是 6月 15日在良渚古

城遗址的火种采集仪式。当时，她穿上草

鞋，双手捧着米筛完成筛米、晒稻谷等一系

列动作，再现约 5000年前良渚先民的耕作

日常。

火种采集仪式后，张韵菡又投入到

开幕式“金桂之江”环节的排练中。同

校的双胞胎姐妹汪乙楠、汪乙慧也在这

个环节。演员需要在表演时间内全程提

着道具，这对非专业演员的汪乙楠来说

难度不小。

结束排练回学校的路上，汪乙楠还和

汪乙慧互相检查。“看她做的动作好不好

看，我一下就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了。”汪

乙慧笑称，“仿佛照镜子”。

9月 23日，秋分之夜，数百名大学生手

持发光金桂走入场内，共同点亮绵延悠长

的“金桂之江”。年轻的演员像是“朵朵浪

花”，翻涌出澎湃钱塘，定格属于“之江”的

瞩目时刻。

杭州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张楚黛介

绍，全校有 1507位学生参与演出任务。

小伙儿黄琛迪在开幕式当晚，与同伴

李艳超手牵着手，飞旋于空中，用舞蹈为中

外观众阐释“中国式浪漫”。

这是 3D 双威亚技术首次应用于大型

运动场。曾获两届中国舞蹈荷花杯舞剧“荷

花奖”的黄琛迪表示，自己生于浙江温州，

长于杭州。为了展现运动精神，他与李艳超

将地面上的奔跑、跳跃等动作带到空中，吊

着威亚多次训练，只为了开幕式的完美呈

现。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专业学生孙乐妍担

任开幕式序篇“生命之舞”环节演员，她平

时在学校的舞蹈学习以中国舞、古典舞为

主，而此次开幕式更强调节奏、力度，“6月
25 日开始训练，到 7 月之前走路基本都是

瘸的状态，适应了挺长一段时间”，孙乐妍

说。

以地为画、踏墨而舞，文艺演出中，160
名“国风少年”变化阵列，呼应中国山水画

所独有的留白之美，言有尽而意无穷。

160名“国风少年”要将伞举到同一水

平面上，大臂、小臂与肩同宽同高，看过去

就像是一个人。

杭州师范大学学生朱俊凯正是“国风

少年”之一，他透露，“每个人撑着约五六斤

重的油纸伞在场上表演 10多分钟”。

从初次进入“大莲花”的激动，到一次

次训练后的熟悉、默契，朱俊凯已经能够适

应 360度环绕式的表演形式，他也想象过，

“9月 23日应该会有更多的摄像机，有更多

的观众看到我，为我们鼓掌”。

当“国风少年”颂出“相知无远近，万里

尚为邻”时，现场观众或举起星星灯，或鼓

掌喝彩，为这样的“中国式浪漫”点赞。

群演的默契

舞台上，动起来的绿水青山、磅礴的钱

塘潮涌等元素以高标准展示高质量的开幕

式。舞台下，演员在彩排间隙偶尔即兴开启

“小型亚运开幕式”。

浙江传媒学院学生王译记得，一次彩

排备场过程中，一名舞蹈学院的女生在朋

友的鼓励下给其他备场演员表演起了空

翻，接着一名武术学校的男生也跟着空翻

起来，“两个人像比武一样，周围人都在喝

彩，有一种艺术和武术碰撞的美感”。

更多的时候，“小型亚运开幕式”以生

日歌作为伴奏启幕。王译说道，排练时常常

能碰上集体过生日环节，有一次排练结束

后已是凌晨 1时，突然有同学大声喊出“祝

某某生日快乐”，导演听到后索性拿起话筒

开了个头，全场五六百名演员齐声合唱生

日歌，“我当时觉得，这个同学一定特别幸

福，他今年的生日肯定很难忘”。

长时间排练下来，原本陌生的演职人

员已经形成了“专属默契”。王译向记者分

享了识别开幕式演员的“暗号”，“我说‘国

家利益’，如果你马上答出‘高于一切’，那

你就是我们的人。”

她解释，每次到“大莲花”彩排结束后，

总导演、总制作人沙晓岚总会带领演员们

喊出这句口号，“这一句话是全场几千个演

员都能一下子说出来的”。

王译还提到，每次大联排表演完后，台上

的演员一走进备场区，就有源源不断的鼓掌

和加油声，“每到这个时候，不管彼此认不认

识，都是一个集体，都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

孙乐妍笑称，她应该是听到备场区欢

呼声最久的演员之一。由于场馆通道要求，

演职人员不能在下场时经运动员候场通道

回到备场区，而孙乐妍下场的出口离备场

区最远，要在歌曲《我爱你中国》结束前绕

过半个“大莲花”回到备场区换衣服。在她

看来，自己穿着裙子完成了长跑，也收获了

长时间的加油鼓劲。

“一定不负众望”

“我幻想过，有一个小小的镜头能拍到我，

让家人看见。”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张雅菲说。

对于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张雅菲而

言，在现场听到央视主持人康辉的播报时，

就觉得自己和前辈同在一个舞台，“他一定

能够看到我的表演，我们都是亚运会开幕

式的一份子”。

对张韵菡来说，可能一个镜头都没有，

但她说，“没关系，我们生逢盛世，又幸逢盛

会，能够有机会为杭州亚运会贡献自己的

青春力量，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也

是一笔精神财富。”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王家恒从接到歌曲

《同爱同在》演唱任务到正式表演，只有约

一周的时间准备。他坦言，准备时间短但并

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导演组选中我们，肯

定就是考虑到我们年轻人身上的朝气，我

们就是要向所有人展现自信的状态”。

而王译的自信来自彩排时观众席的大

声喝彩。她说，表演时自己的位置能够清楚

地看到前排观众们的表情，每次彩排观众

席都会发出喝彩，“我相信开幕式当晚，现

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会觉得特别震

撼，我很有自信”。

杭州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学生陈致

远说，自己被导演组选中时，还是舞蹈“零

基础”的新人，之前也从没参加过大型活动

的表演。“我一直在排练外的时间偷偷练习

导演教过的动作，力争不要被刷下去。”

开幕前一晚，陈致远给记者发来信息，

“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大家一定可以看到我

们团队的努力。”

大幕拉开的那一刻，他们不仅是大学

生，更是站上“潮起亚细亚”舞台的演员，用新

时代的青年姿态“秀”出国风国潮、自然之潮、

科技之潮、体育之潮、时代浪潮的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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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世界的一代演绎中国式浪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山海相连，人文相亲。杭州亚运会开幕

式现场，和着主题曲《同爱同在》的悠扬旋律，

网幕之上，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景观、面孔，共

同构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亚洲画卷。

自空中飘散而下的仿真桂花瓣及桂花

香芬，让全场运动员和观众如同身临杭州

的秋日盛景中。不分国籍与肤色，现场观众

欢呼、合影，沉浸在诗意杭州中。

这是中国第三次成为亚运会的东道

主。继 1990 年北京亚运会、2010 年广州亚

运会之后，2023 年，亚运的荣光在钱塘潮

涌中绽放。

亚运时刻的浙江杭州，处处可见亚洲

大家庭的欢聚。来自东帝汶的宾客与吉祥

物“飙舞”，外籍专家在良渚古城遗址、京杭

大运河等地感受杭州的古城新韵；主媒体

中心每天都上演着记者的“老友记”；运动

员村群星闪耀，他们是对手也是朋友。

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 45个成员

全部报名参赛，亚洲大家庭在杭州团聚。赛

场上，运动员感受到的是东道主的诚意与

细致。比赛是竞技，更是相知。伊朗国家男

子足球队主教练礼萨·埃纳亚蒂说，“有那

么多人支持我们，出乎意料。”

曾五次获得女子散打世界冠军的沙赫

巴努·曼苏里安对媒体说：“在举办体育赛

事方面，中国是最完美的东道主。”

韩国代表团里很多年轻人都是第一次

到访中国，团长崔润说，大家很喜欢这里，

希望通过赛事增进了解。

近十年来，亚奥理事会合作商王锐祥

基于国内、走向亚洲的“出海”之路越走越

顺畅。从最初的不熟悉，到当今的受欢迎，

王锐祥在一次次服务国际大型综合性赛

事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国家发展给每个中

国人带来的自信底色。

他不断感受到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办

大型赛事，就是要让世界更加了解我们，而

我们也在拥抱世界。”王锐祥说。

服务亚运会的，还有生活在中国的留

学生等外籍人士。他们带着对中国的亲切

感情服务亚运，也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中

国的理解。

浙江大学的林敬翊是马来西亚留学生，

这次亚运会，他是场馆的 IT服务志愿者。在

他看来，国际体育赛事对促进各国人民互相

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记得小时候，

他非常喜欢中国的体育明星刘翔、姚明、林

丹。“现在是苏炳添很流行。”林敬翊说。

林敬翊祖籍潮州，从小就在长辈的熏

陶下了解中国文化。如今，带着对中国的好

奇，他来到杭州读书，还幸运地成了亚运会

“小青荷”。

他说，在马来西亚，他的很多朋友愿意

用中国的网购软件买中国的产品，这样的

交流也带来就业机会。他和很多留学生都

感受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康乾街道

“洋哥”（Younger）志愿服务队也发挥了

留学生众多的语言优势，为亚运会提供

志愿服务。来自摩洛哥的彭舒志，是浙江

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专业的一名大

三学生。

在彭舒志小的时候，他父亲来过中国，

通过父亲，他了解到，中国人都很热情友

善，既有深厚古老的文化，现代科技也十分

发达。今年 1月他终于来到中国，通过学校

组织的志愿者招募计划，加入了“洋哥”志

愿服务队。亚运会期间，他和小伙伴在高铁

场站和高速口参与接站服务，他的目标是，

让来宾感受德清的温暖。

从北京亚运会的“团结、友谊、进步”，

到广州亚运会的“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再

到杭州亚运的“心心相融，@未来”，三届亚

运会的主题口号折射着共通的情感，也不

断从“我”到“我们”。

从北京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到

杭州亚运会主题曲《同爱同在》，描绘的是

“树都根连根、云也手牵手”的亚洲，是同圆

一个梦、同拥有一个家的亚洲。

杭州亚组委执行秘书长、杭州市副市

长陈卫强说，杭州花了三年的时间征集、创

作、打磨主题歌。最终确定的《同爱同在》表

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陈卫强说，主题曲折射了“亚洲一家

亲，亚洲大家一起来”的希冀，不仅仅是参

加体育赛事，也共同推动亚洲繁荣、世界发

展、人类和平。

开幕式主题曲的领唱者之一王家恒谈

到他对主题曲的理解。“它像是对全亚洲乃

至全世界发出的一份邀请。词曲意境非常

辽阔，温暖而且有力量。”

杭州亚运会的定位是：中国新时代，杭

州新亚运。陈卫强认为，这两个“新”字，意

味着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背景、新的世界格

局、新的科技呈现。

与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相比，举办杭

州亚运会的中国，经济、科技实力都有巨大

提升。陈卫强说，唱响《亚洲雄风》的北京亚

运会时期，亚洲才刚刚崛起，时至今日，亚

洲在世界举足轻重，这个时代办亚运会，

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加从容、更加

淡定、更加按照办赛的国际惯例，来把赛事

办好。

很多参会嘉宾也对杭州亚运会的“亚

洲文明”充满期待。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日

前对媒体表示，“杭州亚运会传达了疫情后

人们重聚和相互友爱的真正意义。”他说，

亚洲在崛起，必须维护团结，必须实现民心

相通，以实现共同和持续繁荣。

9月 23日晚间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更

是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交汇展示的重要舞

台。文艺表演中，中国风韵与亚洲风情交

相辉映，传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正如主题曲 《同爱同在》的

歌词——“亿万个骄傲的声音，汇聚成一

句话，你和我同住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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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共此时，与杭州“同爱同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记者 胡 宁

上亿名“数字火炬手”化成一道道光，

在钱塘江上汇聚成一个手持“薪火”（杭州
亚运会火炬名称——记者注）的数字火炬

手，踏着滚滚的钱塘江大潮，伴着两岸绚丽

的灯光，奋勇向前，朝“大莲花”跑去。

凝聚着亿万亚洲人民热情的数字火炬

手来到场内，由 19 根形态各异的立柱排

列组合而成的“钱江潮涌”主火炬塔缓缓

抬起。在中央的 185 米长的立体网幕上，

数字火炬手举起手中的火炬和今晚的最后

一棒火炬手汪顺一起，点燃了杭州亚运会

主火炬。

“大莲花”就此沸腾，这一幕惊艳了所

有人。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在亚运史上首次

实现“数实融合”点火仪式。根据官方数据，

参与这次点火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今年 6月 15日，随着杭州亚运会火种

在良渚古城遗址被成功采集，全球首个采

用区块链技术的线上火炬传递活动也同步

开启。“每个参与过线上火炬传递的人都是

开幕式点火仪式上的‘火炬手’。”杭州亚组

委广播电视和信息技术部智能亚运一站通

主管雷卿说，亚运数字火炬手已经覆盖全

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5 年，亚运会选择了杭州。8 年后，

杭州用科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这场

盛会中。正如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总

制作人沙晓岚所说，体育的本体是强身健

体，这是全民参与的事情。“通过‘数实融

合’点火，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参与，都来当

火炬接力手。”

上亿人进行数字火炬传递并参与点

火，必须要解决高并发量的问题。“上亿个

数字火炬手，对云资源和计算资源的消耗

比较大。”为此，雷卿所在的团队自主研发

了 Web3D互动引擎技术，同时结合动态扩

容技术等，实现了亿级用户“一人一面”的

数字化形象，“每个数字火炬手都能‘独一

无二’。”雷卿说。

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很细致地看到数字

人从钱塘江一步步到“大莲花”的全过

程，那如何让现场观众也能看到上亿数字

火炬手汇聚的盛况？AR （增强现实） 技

术就是答案。

数字火炬手开发团队采用 AR 技术打

造了沉浸式交互新体验。观众只要将手机

摄像头对准舞台中央，就可以实时看到数

字火炬手江上踏浪而来的场景。为此，团队

近 30名成员连续 5次联排，都会在主体育

场“大莲花”内 3 层、每层各个区域的不同

灯光条件、不同视角进行采样，再通过人工

智能的算法模型，模拟出了每个区域观众

的视角。

在动态扩容、云计算、AR 等技术的加

持下，今晚这场“数实融合”点火仪式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开幕式上的科技元

素远不止这些。以千年文明与科技视效的

激情碰撞，展现“中国式浪漫”的文化底蕴，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每一幕都是艺术与技

术的融合表达。

今晚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钱塘江

大潮也“涌”进了“大莲花”。导演组利

用立体透视网幕和地屏，对潮水的流动

与数字流的流体进行计算和超高比例的

还原，形成了立体的钱塘潮。同时，导

演组还特别设置了两名弄潮儿与大潮进

行实时互动，据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威亚

总设计谢永伟介绍，两名演员能同时在

一个三维空间内自由飞行，有赖于双 3D
威亚技术，这项技术也是首次被应用于

大型运动场空间中，且设备已经全部实

现国产化。

除此以外，虚实相生的拱宸桥、数字足

球穹顶、数字烟花……充满科技感的开幕

式背后，是立体透视网幕、裸眼 3D、AR 数

字穹顶等新技术应用。同时，杭州亚运会在

亚运史上首次用通过废碳再生技术生成的

零碳甲醇作为主火炬燃料，废碳也能成

“宝”，这正呼应了杭州亚运会“绿色”办赛

的理念。

看着熊熊燃烧的主火炬，雷卿很欣慰。

过去三年，他一直在为亚运数字火炬手忙

碌着。近些日子，他经常要凌晨一两点来到

“大莲花”，和开幕式导演组一起测试现场

观众参与数字点火仪式的效果。“已经远超

过我的预期了。”

本报杭州9月23日电

上亿“数字火炬手”点燃杭州亚运主火炬

9 月 23 日，浙江杭州，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游泳运动员汪顺与由上亿名数字火炬手组成的“数字人”共同点亮亚运主火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9月23日，浙江杭州，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上，文艺表演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9 月 23 日，浙江杭州，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上，杭州亚运会吉

祥物亮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