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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了第 29 届奥林匹克

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2008 年北京夏奥会”）；时隔

14 年，2022 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圆满落下帷幕。北京成为奥

林匹克运动史上首个兼具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

的“双奥之城”。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迄今为止收

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吸引了

超过 20 亿人关注［1］。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首席

执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表示：“这场开幕式将

与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我们都

知道，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是奥运史上标志性的开

幕式，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完全不同，但同样令人

感动、印象深刻，它反映了我们当前的时代。”［2］

自 2008 年以来，无论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国

际大环境还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都加快进入了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时期奥林匹克运动面

临全新的课题与挑战，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直接影响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开幕展演的

创作立场和艺术表达。两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在

上述背景下借助体育活动弥合时代裂痕，以奥林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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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精神和文化化解全球问题，进而重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功能，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也启发其他体

育展演活动的创作者，重视体育赛事活动开幕式具

有的天然传播优势，用创造性的艺术语言推动体育

改变社会的功能。因此，本文选取2008 年北京夏奥

会开幕式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比较分析我

国大型体育展演在创作思路、艺术偏向、文化内涵等

方面的异同，凝练宝贵经验，为我国举办大型体育赛

事展演提供设计思路、艺术取向等方面的建议。

1　两届奥运会开幕式基本情况比较

奥运会开幕式一般由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组

成。规定动作是指国际奥委会及《奥林匹克宪章》

就开幕式所必须呈现的环节或内容予以规定，一般

而言，奥运会开幕式必须包括圣火传递、会旗入场、

主火炬点燃、运动员入场、运动员裁判员宣誓、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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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委会主席讲话、国家元首宣布开幕等仪式环节。

自选动作是指东道主国家的创作团队可以自由创作

的内容，一般集中在开幕式文艺表演中，是最具文化

多样性和艺术表现力的部分。如 2020 年东京奥运

会中呈现的日本情同与物哀的艺术取向，2016 年里

约奥运会中呈现的拉丁美洲的热带风情、伦敦奥运

会呈现的工业时代的辉煌等。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主要由 3 个部分组

成，持续 3.5 h。第一部分为文艺表演前的仪式部分，

包括欢迎仪式、展示奥运五环、中国国旗入场、升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约

14 min；第二部分为《美丽的奥林匹克》文艺表演部

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名为《灿烂文明》，下篇名

为《辉煌时代》，文艺表演部分约 1 h；第三部分文艺

表演后仪式部分，包括运动员入场式、北京奥组委主

席致辞、国际奥委会主席致辞、中国国家主席宣布奥

运会开幕、奥林匹克会旗入场、奏奥运会会歌、升奥

林匹克会旗、运动员代表宣誓、裁判员代表宣誓、放

飞和平鸽、场内火炬传递、点火仪式以及欢庆焰火，

这部分将近 2.5 h。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仪式和表演

则是穿插并行，时长大幅缩减，约 1.7 h（表 1）。仪式

环节主要包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际奥

委会主席、国旗入场、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入

场、奥林匹克会旗入场、升奥林匹克会旗、奏唱奥林

匹克会歌、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宣誓、北京冬奥组

委主席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致辞、点燃主火炬等环节。

文艺表演节目主要有：倒计时短片《立春》《冰雪五

环》《构建一朵雪花》，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主题

短片《更强更团结》《致敬人民》，短片《未来的冠军》

《雪花》。

通过对比可见，在规定动作方面，两届奥运会开

幕式完成度都比较高，但是在体量和持续时长方面

差异较大。2008 年北京夏奥会点火仪式环节，体操

运动员李宁腾空而起，在鸟巢上方由无数个体育影

像构成的祥云画卷上绕场一周奔跑，最终在空中点

燃主火炬台，这一过程持续 3 min 20 s。2022 年北京

冬奥会主火炬台点燃则更加简约和直观，一对男女

运动员径直从体育场边小跑至场地中央，登上雪花

火炬台，将最后一棒火炬插入火炬台而完成点燃仪

式，这一“微火”方案用时 1 min 左右。

在自选动作方面，即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两届

奥运会则各具特色，展现了不同的设计取向和文化

内容，但体量差异明显。设计取向方面2008 年北京

夏奥会偏向恢宏、磅礴与厚重的叙事，通过对中华历

史五千年中具有突出性、典型性的历史文化符号的

艺术化再现、景观式呈现串联整个文艺演出，整场演

出约 1.5 万名演员参与。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则

围绕着雪花这一元素展开艺术化创作，串联起整场

表演，参与演员 3 000 余人，设计取向是简约、质朴、

空灵的。文化内容方面，2008 年北京夏奥会主要以

呈现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

选取了享誉世界的活字印刷、中国文房四宝、戏曲、

礼乐、汉字、太极拳等，向世界递出一张承载着中华

民族灿烂文明的文化名片。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

视野从历史放回当下，重点以雪花为主题展开文艺

内容创作，如雪花元素和雪花景观的打造、雪花舞

蹈的展现；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呈现，强化普

通人对开幕式表演的参与及运动影像呈现，如节目

《让世界充满爱》中通过邀请普通人在场馆中行走

的方式突出人文关怀，短片《萌娃滑雪》表现出普通

人的冰雪生活。

2　守正：以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天下大同，重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追求

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形态的本质

内容，代表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追求和价

值观［3］。《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

“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

表1　两届奥运会主要节目时长比较数据表（单位 /s）
Tab.1　Comparison of the duration of Main programs of the Two 

Olympic Games （Unit /s）

2008 年 2022 年

节目名称 节目时长 /s 节目名称 节目时长 /s

画卷 340 立春 441

文字 480 冰雪五环 280

戏曲 200 构建一朵雪花 300

丝路 460 更强更团结 115

礼乐 310 致敬人民 105

星光 500 想象 138

自然 540 未来的冠军 84

梦想 700 雪花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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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精神赋予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强大的生命力，

其核心要义久经历史考验，但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

奥林匹克精神指涉的具体事项与内容也在不断与时

俱进，或是再次强调，或是阐发新意。

21 世纪以来，奥林匹克运动处于金融危机震荡

全球、超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地缘政治与民族冲突

愈演愈烈，威胁全球人民生命安全的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有效控制等更加严峻的世界图景中。奥林匹克

运动应当如何应对，奥林匹克主义应当如何响应，既

是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发展的时代话题，也是承办国

以及承办城市的智慧体现。我国将奥林匹克精神和

中华文明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的奥运方案。在2008

年北京夏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分别提出了“同

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以及

“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的口号，

其中的关键词 one、together、shared 等集中反映了

“一”“同”“共”等内涵，反映出中国人民希望世界

破除民族、种族、文化、性别等藩篱，凝聚成为一个有

机整体，共同奔赴梦想、走向未来的信念。这一理念

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关于“天下大同”世界理想的延

续与阐发，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精神，

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贡献。它

以奥运口号的形式为奥林匹克精神做了新注解，是

对“和平、友谊与进步”奥林匹克宗旨的开创性再阐

发，也在两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予以了集中

表达。

如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

在场景搭建方面，创作团队克服多重困难在场地中

央运用了球形投影技术，由 4 组高亮度数字投影设

备投射出一个梦幻立体的“蓝色地球”，并有 58 名

演员在钢索的帮助下进行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象征

着“人类和睦相处，共住地球村”；在演唱者方面，刘

欢和莎拉·布莱曼通过东西方男女声的合唱隐喻东

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歌词方面，多次强调“我

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共同传递出“天下大同”

的理念。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也有多处对应

性表演。总导演张艺谋曾将开幕式创意归结为“完

全不同的雪花汇聚到北京，成为一朵人类的雪花，一

朵共同的雪花。”［4］一改对圣火点燃仪式大加操办

的传统，而是选择把印有各国名字的雪花引导牌艺

术化组合在一起，构筑了一座橄榄枝大雪花主火炬

台，隐喻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团结，凝结成人类命运共

同体。如在奥运会指定曲目《Imagine》的演绎中，4

组表演者在宛如雪国的场地上自由滑行，伴随优美

的旋律，将奥林匹克新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

结”逐一滑出，以视觉手段再次强调了世界人民团

结在一起。此外，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中，由

多国年轻人组成的行走方队并肩行走，逐渐拉开一

幅世界人民的群像汇聚图，最后用中英文的巨大字

体将“一起向未来”写在场地中央，隐喻世界人民手

拉手、肩并肩，团结在一起，共赴未来的美好愿景。

因此，两届北京奥运会通过艺术表演建构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由此激发人们对“天下大同”

世界理想的向往，进而完成了 21 世纪中华民族对奥

运精神的表达。

3　创新：从宏大叙事向个体叙事的艺术转变

3.1　从历史时间建构走向艺术时间建构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不是世界的本质特征，

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框架。艺术的时间

性表达，是将人对于艺术的感知和体验过程看成是

一个以时间为参数的流程，关注并表达技法或视觉

上的时间因素，是从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世界复杂性

的有效方式［5］。艺术家在时间中创作艺术作品，也

在艺术作品中通过对时间的创造性处理来反映、传

达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创造性的时间创作也会

给受众带来全然不同的时间体验，并以此与日常生

活中的自然时间、物理时间区分开来。与空间的物

质性与可见性相比，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

种“知性直观”的存在。奥运会开幕式作为现代社

会广场影像叙事艺术的巅峰作品，因其空间景观的

视觉直观性而常常遮蔽了人们对其时间性的考察。

“时间本身是无形式的形式” ［6］“时间的一切关系都

能够在一个外部直观上表达出来”［6］两届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在时间性的处理上迥然不同，是从历史时

间建构走向艺术时间建构的过程。丹福思在回答大

型体育赛事中的国家是如何被叙事时认为，往往是

从国家“诞生”开始，继而是“时代的到来”，直至“成

熟”［7］。这是很多奥运会东道国都会选取的开幕式

创作逻辑，如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2016 年里

约奥运会开幕式。因为对很多民族国家而言，奥运

会是一次千载难逢地站在世界中心传播本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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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机会。而选择基于历史时间的线性表达既能够轻

易串联起事关民族文明发展的关键事件、场景及表

征物，也能够不断顺应开幕式叙事节奏的需要，形成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层层推进，直至完满的叙

事节奏。除此之外，线性时间建构符合全球观众朴

素的、直觉的时间体验，有利于降低开幕式跨文化传

播的认知门槛。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采取的是历史时间

建构逻辑，即基于对民族历史时间的线性蒙太奇化

演绎实现，仪式的主体部分，即文艺表演整体上也是

按照历史时间的进程进行时间建构。整个文艺表演

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为灿烂文明篇、辉煌时代篇。

灿烂文明篇主要演示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与灿烂瑰宝，辉煌时代篇则将时间推至当下，反映的

是现代社会的图景。但开幕式不仅仅是历史时间的

有序排列或等比缩小，作为广场影像叙事艺术，它更

有赖于具有象征意义场景的搭建、转换，镜头画面不

同形式的剪辑、组接来实现提高开幕式历史时间建

构的艺术性，即蒙太奇手法。如开幕式之始的日晷

场景。日晷发出的“时间之光”直接照亮了由 2008

面缶组成的倒计时阵型，标志着开幕式正式开始。

此处时间建构格外巧妙，一方面，日晷作为华夏文明

源头的发明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时间起点；另一方面，

日晷作为利用自然界永恒之物太阳进行测时，可视

为自然时间的起点。当这两个时间并置于开幕式的

倒计时之前，实现了自然时间、文明时间和仪式时间

的融合，使时间的寓意变得浓重而富有仪式感，也标

志正式进入 2008 年夏奥会奥运仪式的时间阈限。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则选择艺术时间建构逻

辑，即从某种艺术构思出发，围绕艺术象征物进行

生成性的时间演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朵雪花

的故事……一朵共同的雪花，全部过程贯彻了这个

理念，从倒计时的短片开始，到最后的点火。”［8］“形

态各异的雪花凝聚在一起，构成‘燕山雪花大如席’

的动人景观。全世界万千‘雪花’团结在一起，诉说

着‘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9］这里艺术时间的

建构是将一片片代表世界各国人民、代表各个参赛

国家和地区的小雪花逐渐汇聚成主火炬台一朵大雪

花的艺术时间过程。体现的是一种“意象生成”的

时间。“意象生成”不是一个认识的结果，而是在审

美体验和艺术创造中瞬间生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

世界，包含着内在的理性，也呈现出灿烂的感性 ［10］。

为了体现雪花意象的转化历程，在最开始倒计时短

片阶段的长城雪花图景，到中间的运动员入场时每

一个引导员高举的雪花引导牌，再到随后的舞者拿

着雪花引导牌进行的雪花舞蹈《构建一朵雪花》，再

到最后孩子们以雪花姿态逐渐簇拥、聚拢在一起形

成一朵大雪花为止，代表着艺术时间的完成。伽达

默尔认为，如果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游戏，是

自我表现，那么艺术作品必然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

开启的过程。他所提出的艺术作品的“时间”不是

历史性的时间，而是指艺术作品的根本存在［6］。本

次开幕式艺术时间处理的高妙之处在于它通过建构

时间本身形成了艺术作品的本质。艺术时间建构不

同于由无数个宏大的、典型的、决定性瞬间组成的历

史时间，它以空灵的构思，微妙的意象构成了独一无

二的艺术创作。形成一种具有突出审美意味而非宣

教意味的时间表现力，是对宏大历史时间叙事下纯

粹审美体验的一种追求。

3.2　从民族史诗向浪漫抒情诗的转变

3.2.1　注重民族史诗叙事的2008年夏奥会开幕式

民族史诗是指叙述本民族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

事件的叙事长诗，涉及主题包括本民族的历史事件、

宗教或传说等，具有风格庄严，叙事宏大的特征。民

族史诗是对本民族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这些根本问题的回应，满足了本民

族诉说与被诉说、认同与被认同的需求，也是外民族

理解该民族的文化捷径，是本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形成的重要机制。1908 年，国人提出著名的“奥运

三问”［11］，张伯苓曾建议申办第 15 届奥运会，并预

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12］某

种意义上，举办奥运会已经成为我们洗刷近代屈辱

的创伤记忆，重振民族自信心，重构民族史诗的精神

节点。

因此，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的民族史诗般

的书写就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成就了中华民族在当

下最有影响力的影像化的民族史诗文本。2008 年

北京夏奥会开幕式重点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象群

建构、庄严宏大的风格建构来实现民族史诗叙事。

文化意象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符号，每一具体的意象，

反映着一个历史朝代的社会、时代、民族的思想、生

活和精神。透过一个个文化意象，从中窥视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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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历史及地理的图景［13］。在内容层面，创作

团队选择了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或重大

成就的文化符号或历史事件，诸如长城、汉字、造纸

术、指南针、印刷术、兵马俑、笔墨纸砚、昆曲、中国

画、书法、太极、郑和下西洋等，通过场景搭建、视频

短片、舞蹈表演、LED 屏显等方式将其景观化、视觉

化，从而完成了民族史诗的书写。在表达层面，创作

团队着力塑造庄严、宏大的史诗风格，如在设计开

幕式倒计时创意时张艺谋就强调“开场一定要有气

势”［14］，选择了“缶”这一古代大型击打型乐器，通

过 2008 名演员的现场演绎成就了此次开幕式的经

典场景。

3.2.2　注重浪漫抒情诗的2022年奥运会开幕式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选取的是浪漫抒情诗路

线。就国家心态而言，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检

验，累积了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无须再次证明自己。另外，2022 年是新

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也是国际社会在和平与发展

方面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

国，当再次牵手作为凝聚全球人民共同信念重要平

台的奥运会，就必须借助开幕式对上述问题作出回

应。“在张艺谋看来，从 2008 到 2022，开幕式的内核

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升级。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注重的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而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则是讲全人类共有的精神

和理念，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伟大主题。”［15］如果说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是我们用直抒胸臆的世

界语言向全球人民罗列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历

史，2022 年北京冬奥会则是用轻灵神韵的东方语言

向世界人民书写了一首中式浪漫诗歌。

浪漫叙事并不抗拒民族化国家化叙事，而是一

种更为高级的艺术表征手法，即采用中国典型的艺

术表现手法去诉说人类共同体理念、国际奥林匹克

理念及民族的理念。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

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意境深度融入创意设计过

程。开幕式倒计时节目《立春》大规模地引用中国

古典诗词并转化为视听语言呈现在倒计时的读秒

中（表 2）；开幕式五环展示节目《冰雪五环》中的“冰

瀑”奇观，借用李白的诗歌《将进酒》，通过现场一块

20 m×60 m 的大屏幕来模拟黄河之水天上来，倾泻

而下，迅速向全场奔涌的浩瀚气象。入场式结束后

的《构建一朵雪花》以及随后的主火炬台，借用的是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进行舞蹈动作

及舞台造型设计。另外，创作团队有意识地综合运

用了极具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特征诗性语言——赋、

比、兴进行叙事。张艺谋要求倒计时二十四节气短

片团队“以‘赋比兴’作为核心手段，用超高速的拍

摄方式表现古诗词的新解。”［16］如清明节气的呈现，

在场景上是一位手持雪板的人屹立皑皑雪山前，身

边是一个亮着莹莹灯火的帐篷，近景是一个横放的

滑雪板。此时镜头向前收缩运动，视点逐渐前移，在

视角的重叠透视作用下，滑雪板、帐篷和屹立的人三

者视觉重叠，整体呈现成江南乌篷船的造型，加之烟

雨蒙蒙、画面解说词“清明时节雨纷纷”出现，顿时

使得原本毫无关联的冬奥运动场景与中国清明节典

型意境——江南烟雨联系在一起，充满东方表达的

浪漫和幻想，是非常高级的“比兴”手法的体现。

这样的转向本质上源自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文化

自信的不断增强，对东方美学艺术传统的借鉴、使用

不断加强。如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在美学资

源的调用上偏重直接的、宏大的文化符号的选取，反

映了想要迫切获得认同的创作心理。2022 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的创意设计环节对文化符号的萃取、

征用，更加偏向古典、内在、含蓄、抽象的东方艺术符

号。在艺术手法上，也不仅仅是平铺直叙、开门见

山，而是注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追求意象建构与

意境营造，艺术理念上也大力借鉴、传播中国的世界

观、价值观等东方文化意识形态。

3.3　从淡化体育元素到强化体育元素

3.3.1　2008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中体育元素的淡

化表达

开幕式是奥运会最重要的仪式庆典。作为全球

最为盛大的媒介事件之一，它能够广泛地传播本民

族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密切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

流。就这个角度而言，2008 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无

疑是空前成功的，获得了全球媒体的盛赞。美国《时

代》杂志称“在开幕式表演中，中国演员用完美无瑕

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 ［17］

《世界报》声称，几十年来，没有哪届奥运会以如此

绚丽多彩、震撼人心的方式开幕［18］。但也有学者指

出，奥运会开幕式是世界盛事、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整场演出却与世界运动史绝缘［19］；奥运会开幕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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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盛会，体育元素的运用却不够丰满，缺乏奥林

匹克所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的艺

术颂扬与演绎［20］。体育元素的淡化是 2008 年开幕

式的遗憾。回首整个展演，明显具备体育元素或运

动文化特征只有两个环节，一是，太极拳表演环节，

二是，圣火点燃环节，由李宁在空中绕鸟巢一周的

“碗边奔跑”体现。在太极拳表演环节，由于历史民

族叙事是 2008 年开幕式主导性叙事框架，太极表演

更多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戏曲、书法、古乐、

山水画等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并置呈现，以传递中华

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理念为主，太极拳本身的体育

运动特征被淡化。在圣火点燃环节，本来创作团队

是想在这一环节加强体育元素的呈现，将“碗边奔

跑”这个创意用于文艺表演中，即在 14 m 的“碗边”

画上跑道，有 100 人在上面奔跑，目的在于突出体育

运动的主题，后来因为实施难度大，风险系数高而放

弃［14］。因此体育运动元素也被淡化处理。

3.3.2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中体育元素的强化

表达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在凸显体育元素、强调运

动主题方面有了大幅度的跃升。从 2008 到 2022 年

无论是国家顶层设计，还是经济产业发展，抑或是普

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体育的比重和重要性都是显著

提升的阶段。在国家层面，推出“体育强国”“健康

中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在社会层面，以冰雪

运动为代表的新兴运动产业和市场增速惊人，民众

冰雪运动的参与兴趣、消费需求日益提升。但另一

方面，由于现代冰雪运动尚在普及阶段，群众基础较

为薄弱，相关的运动文化亟须进一步的宣传和普及。

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推广、传播体育运动文化最佳

表2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短片涉及中国古诗词及俗语情况一览表

Tab.2　List of countdown clips involving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proverb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倒计时对应时序 对应节气 引用诗词 诗词来源

24 雨水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春夜喜雨》

23 惊蛰 春雷响，万物长 古代俗语

22 春分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袁枚《春风》

21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杜牧《清明》

20 谷雨 风吹雨洗一城花 黄庭坚《见二十弟倡和花字漫兴》

19 立夏 天地始交，万物并秀 明人《莲生八戕》

18 小满 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古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17 芒种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陆游《时雨》

16 夏至 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 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

15 小暑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

14 大暑 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 元稹《咏廿四气诗大暑六月中》

13 立秋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七夕》

12 处暑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李绅《悯农》

11 白露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杜甫《月夜忆舍弟》

10 秋分 晴空一鹤排云上 刘禹锡《秋词》

9 寒露 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 元稹《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节》

8 霜降 霜叶红于二月花 杜牧《山行》

7 立冬 寒夜客来茶当酒 杜耒《寒夜》

6 小雪 雪粉华，舞梨花 关汉卿《大德歌·冬景》

5 大雪 大雪满弓刀 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三》

4 冬至 冬至大如年 古代俗语

3 小寒 凌寒独自开 王安石《梅花》

2 大寒 燕山雪花大如席 李白《北风行》

1 立春 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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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平台的奥运会开幕式理应担起这一传播使命，

用开幕式文化传播“推动三亿人群上冰雪”。因此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表演规模大幅压缩的

情况下，体育元素依然逆势而上，在很多环节都予以

艺术化凸显。据统计，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体

育元素贯穿了开幕式全过程，体育元素占比高，存在

感强，在全部 7 个表演性节目中有 6 个都明显使用或

涉及了体育元素，通过对体育运动的视觉美感、动作

功能、文化知识、视觉影像进行艺术化开发来呈现。

① 利用体育运动的视觉美感进行呈现。在开幕式

倒计时短片中主创团队有意识地将冬奥运动项目文

化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十四节气进行艺术化融

合。在设计理念上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农历一年与

体育运动员辛勤备战的一年进行时间上的并置，将

二十四节气中自然人文变迁图景、代表性的诗词与

冬季运动视觉画面并置在同一个视听场景中，形成

了一种充满张力的互文效果和视觉奇观［21］。② 利

用体育运动的动作功能进行呈现。冰上运动是群众

性基础较好，较有代表性的冬季运动。尤其是运动

员在冰上的动作快速流畅、姿态优美，《构建一朵雪

花》节目中借用速滑运动的速度功能、审美功能，让

所有的演员都在冰面上通过滑冰进行舞蹈方阵的变

幻，以此呈现雪花从分散到凝聚，并最终汇总成一

朵大雪花的艺术过程。使得整个舞蹈过程顺滑、流

畅、并且充满运动的美感。此外，相似的设计创意还

在奥运五环的出场设计以及奥运会开幕式保留曲

目——《想象》的演绎中也有激光冰球、模拟滑雪等

创意设计。③ 利用体育运动的文化知识进行呈现。

在奥运五环出场前，重要的表演装置——“冰立方”

将历届所有冬奥会的举办国家、城市、届次等信息以

大屏滚动的形式进行动态化的视觉呈现，向人们传

递了冬奥会的相关知识，将体育文化通过艺术化的

方式表达呈现。④ 利用体育运动的视觉影像进行

呈现。视觉影像具有极强的视觉直观性和感染力。

在《致敬人民》节目中，创作团队精心选取了世界范

围内大量普通人参与体育的影像瞬间，并逐渐占据

全部场地。此外，还有《萌娃上冰雪》《更强更团结》

等短片，都是通过集中展现普通人，包括小朋友在生

活场景中的体育活动，塑造了较强的群众体育氛围。

国际奥委会的愿景是通过体育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

界，因此需要号召更多的人参与体育，通过参与体育

改变生活，进而改变世界。通过这些大众化的体育

运动影像的呈现，激发大众对体育的认同感、参与

感，助力奥林匹克愿景地实现。

3.4　从科技强化艺术表现走向科技与艺术融合

共创

自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以来，以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科创成果开始广泛引入、深度

介入，乃至解构与重构了当代艺术的表现形态与发

展路径。特别是2000 年以来，奥运会开幕式作为集

视觉、听觉、造型等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广场影像艺

术，科技因素对其创作思维、艺术表现等方面的作用

力越发明显，促成了很多开幕式经典场面的诞生，如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水中圣火”的实现、2004 年雅典

奥运会的主火炬装置、变幻的“光影水幕”、2008 年

北京夏奥会的 LED“卷轴”及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工

业革命场景的建造等。技术具有可供性，即技术可

供性是不同情境下行为主体能动地和技术主体持续

互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22］。科学技术的

具体应用为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设计的实现提供了

诸多可能性。

2008 年北京夏奥会的三大理念之一就是“科技

奥运”，其科技应用整体特点是“一核多点”式的科

技创新，即以“卷轴”为核心，围绕各种道具、场景等

实物展开多点创新，从而增强开幕式艺术表现力。

奥运会开幕式是综合运用独白、吟唱、音乐、形体、动

作、舞蹈、团体操、服装、道具、场景、灯光、烟火、影像

画面等综合艺术元素进行艺术表达。在 2008 年北

京夏奥会开幕式中，对上述诸多环节进行了科技改

造，极大地提升了艺术效果。“开幕式总共用了几十

项高新技术，涉及多个领域，航天材料也运用到开幕

式上。地面升降舞台、多媒体、地面 LED（发光二极

管）系统、指挥系统、通信系统……多种装置都采用

了高新技术。” ［23］集科技创新之大成，也是 2008 年

开幕式最大看点之一的“卷轴”，是由 4 块大型 LED

发光二极管屏幕组成超大液晶显示器，长147 m，宽

22 m，“卷轴”上所有的画面都是通过不同颜色 LED

的亮起或熄灭来实现的，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巨

大平台，也是历届开幕式面积最大的一个舞台。“卷

轴”既是一个文化窗口，展现了诸如青铜器、竹简、

水墨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同时通过不断

幻化各种艺术图案，与屏幕上的演员表演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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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艺术表演的宏大背景，从而达到一种视觉奇观

的效果，因此成为本届开幕式最为核心的科技装置。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从申办成功之际，减少碳排

放日益成为全球大趋势，为响应绿色奥运理念，推动

我国“双碳”“双减”目标提前实现，本届开幕式的科

技创新呈现出集约、绿色导向，努力实现以科技手段

降低成本，做到“低碳”“低排”，实现一届真正意义

上的碳中和奥运会。这一时期也是人工智能、大数

据、5G、云计算、VR/AR、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

应用风起云涌之时，这些技术被多点应用在开幕式

的各个环节中，涉及数十种创新数字科技手段［24］。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很多技术是作为外在装置对开

幕式各个不同艺术元素单独加强，如需要增强击缶

表演的气势，就在缶上面进行激光改造；需要加强

“大脚印”的艺术稳定性就设计一套“数码点火”装

置。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科技越来越呈现出一体

化、智能化和交互性的特点，使得科技与艺术高度融

合，共同构成本届开幕式表演。如在《致敬人民》《雪

花》《构建一朵雪花》中，通过“8K 超高清地屏”和三

维运动员追踪技术（3DAT）共同使用，系统实时捕

捉、定位演员的各种动作，并通过进一步渲染表现在

地屏上，使得地屏呈现出人机交互的奇妙景观。科

技和艺术在节目中实现了高度融合，开创了奥运会

开幕式人机交互技术应用的最大规模。本届冬奥会

科技应用对未来有着极强的借鉴性和启发性，智能

化技术、交互化技术将成为深度改变重塑大型体育

开幕式展演的力量。

4　结语

两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成为奥运会开幕式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它

的生产传播为国际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彰显了我国不同时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内涵

特点，对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文明沟通起到了重

要作用。特别在全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风险

的当下，开幕式通过和平呼吁及理念号召，重振人类

命运共同体信念，为全球人民共同抵御风险，共创世

界美好未来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两届奥运会开幕

式在创作中坚持了人民中心、天下一家的创作立场，

对现实世界积极响应，留下了多样的时间建构艺术

手法、民族史诗和浪漫情诗的异时空叙事典范、东方

艺术语言的发掘创新、体育元素的深化融入、科技人

文主义对舞台表现的深度驱动等有益经验，这些都

将成为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赛事展演活动的参考示

范，为相关组织进行策划相关展演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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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arrative Ar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Performances of Beijing 2008 Summer Olympics and 

2022 Winter Olympics

ZHU Shiyu 

（College of Music，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Nanjing 210013，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and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is study employed comparative analysis，literature review and video analysis  to document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two opening ceremonie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comparatively explore the changeability and unchangeability of the two opening ceremonies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art. 
The study found that，from Beijing 2008 Summer Olympics to 2022 Winter Olympics，the opening ceremony has changed 
from grand narration to individual narration，from historical time construction to artistic time construction，from national 
epic to romantic poetry，from diluting sports elements to strengthening sports elements，and from technology enhancing art 
to technology integrating with art. The changes reflect different design ideas，production contexts and creative mood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while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e conveyance of the Olympic spirit and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in the World". The two opening ceremonies offer some useful experiences such as：various artistic techniques of time 
construction，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narrative models，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oriental artistic language，the full 
integration of sports elements，and the in-depth drive of technological humanism on stage performance，etc.，which provid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n China.
Key words：opening ceremony performanc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narrative art；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orts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