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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下凝聚中国冰雪智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诞生记

焦点

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监王志

鸥展示了开幕式的数据量——开

幕式所有环节做了共5800多秒、

29万帧数字内容，鸟巢地面即冰面

分辨率为14880×7248，鸟巢竖屏

即冰瀑分辨率为2560×7328，整

个开幕式视觉效果数据量约等于

15个 IMAX的制作量。这在奥运

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王志鸥和众多视效艺术家、机

械工程师、程序员合力在开幕式现

场创造了一个个视效奇观。在五

环环节，冰瀑上出现一滴中国水

墨，这滴水墨就做了上百版，王志

鸥说：“我们运用AI图像算法，学

习了大量中国传统水墨画，制作水

墨纹理特征模型，以此生成风格化

的山水图像。”他透露道，水墨幻化

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并不是简单还

原水流的效果，而是水纹中要透露

出中国画的感觉。

上升又降落的冰立方，这是王

志鸥带领团队设计的三维数字装

置，实现了技术创新的五面裸眼3D

效果。24道激光射向冰立方，在巨

大的冰立方上雕刻历史，从往届冬

奥会一直到北京冬奥会。王志鸥

说，冰立方里，神来之笔描绘出各种

冰雪运动，从第一笔开始一直到北

京2022年冬奥会，这些神来之笔正

是由北京印刷学院水墨动画专业的

师生用水墨动画一帧帧创作而成。

这也是奥运历史上首次以水墨风格

呈现冬季运动项目。

星报讯（记者 江锐） 开幕焰火，鸟巢上空，安徽黄

山迎客松以烟花方式激情绽放、完美呈现，绚烂多彩，传递

了中国迎客的热情、开放、好客的文明风度。

绚烂的迎客松烟花在鸟巢上方绽放，松针之所以能逼真有型，是

因为在传统的烟

花产品上进行了一

定改造。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及

主创团队独家解读时说：

“这种焰火也体现了文化自

信。用传统的烟花，在空中打

出一棵迎客松，虽然只有十几秒，

但它由将近1500发弹组合成，每一

发弹时间节点跟高度都需要控制。”

安徽迎客松“绽放”鸟巢上空！

从一块冰、一朵雪花，到一个创意

无限的点火仪式，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简

约、浪漫、童真、唯美的开幕式呈现在全球观众面

前。奥运五环下，中国人的冰雪智慧凝聚成巨

大力量，书写着古老与现代、简约与精彩

的奇迹。 ■ 路艳霞

早在3年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就开始了前期准备，他与团

队启动了创意程序，那是各种理念、观念的碰

撞，到底要讲一个怎样的中国故事，要讲一个

怎样的奥运故事，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

在悬念被不断破解的日子里，张艺谋的初

衷早已明晰：“不过多讲中国古代，因为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次能不能

以现当代为主，以新时代为主，要更能凝聚在

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和胸怀上。”

美术总监陈岩曾是2008年奥运会主创团

队成员，“张艺谋总导演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

要讲一个关于冰的故事。”这和他的想法一拍

即合，“不要多余的东西，一块冰，一朵雪花，

一笔就能画出地球来。”初始方案很简单，获得

了冬奥组委一次性通过。

张艺谋还原了奇妙创意的诞生，“我们一

直在讲一朵雪花的故事，运动员入场式的引导

牌是个发光的雪花，上面写着国家或地区的名

字。”他说，这朵雪花完成一系列的变化、转

化，最后成为一个伟大的火炬。“每个国家一朵

雪花，每朵雪花汇聚到北京，最后成为一朵最

璀璨的雪花，成为历届冬奥会最独特的火炬，

9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全部在上面。”

从2008年夏奥会到2022年冬奥会，张艺

谋团队一直坚持中国传统美学。张艺谋明确：

“这次不像2008年奥运会，有专门板块来展示

中华文化，因为要‘简约’，没有这个机会，那

就要把中华文化的信息化解到各个方面。”

文学统筹于蕾回忆，当第24届冬奥会、2

月4日立春和二十四节气这些元素碰撞在一

起时，当灵感迸发的那一刻，主创团队成员都

很兴奋。“张艺谋总导演还主张选用古诗词、谚

语，他说，再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用古老的诗歌

来做倒计时了。”最终，充满中国当代气象的动

感画面与二十四节气、古诗词相互呼应，端庄

大气的倒计时环节将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传

达给了全世界。

中国元素贯穿始终。一滴中国水墨晕染

开来，幻化成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全场，浩浩

荡荡，奔腾不息。张艺谋说：“演唱奥运会会歌

的大山里的孩子，他们身上的服装就有‘虎头’

纹样，演唱主题歌的孩子们服装的图案，是河

北的窗花，窗花上写着和平。”此外，还有引导

牌上的中国结雪花、运动员入场式“中华之门”

“吉祥之窗”上展现的中国传统纹样等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接到开幕式任务后，将

之作为与北斗工程、探月工程同等级别的重大

任务，迅速组建了技术团队与管理团队。

去年1月，鸟巢地面舞台的正式进场施

工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北京冬奥组委开

闭幕式工作部技术保障处副处长刘奇说，当

时鸟巢挖掘了一个100米×62米、主体深度

高达10米的巨型地仓。经过航天科技集团

工程人员几个月的努力，鸟巢架起总重量约

5000吨、装机功率约2000千瓦的巨型舞台，

而中心则是直径16米、重约300吨的圆形升

降舞台。地面舞台上还铺设了上万平方米的

LED地屏，这也是世界大型演出中面积最大

的LED地屏。

开幕式上，甚至大胆使用了一些最新技

术。冬奥会开闭幕式实时交互特效团队负责

人、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院长童雷说：“在大

型演出中，基于人工智能的实时交互特效还是

首次使用。”和平鸽环节，孩子们踩着脚下的雪

花嬉戏、奔跑，这正是对场上670人进行实时跟

踪，并将实时效果呈现在每个人脚下而实现的。

童雷透出了谜底：“我们为此采用了

智能人体识别与跟踪技术。”四台高清摄

像机先将场上每一位演员识别出

来，同时定位其位置信息，进行实时

跟踪。“这个系统利用捕捉系统

提供过来的位置信息，把预先

设计好的视频效果，精准呈现

在演员脚下，这样就能形成如

影随形的效果了。”

光影艺术的魅力 冬奥舞台上讲中国故事

满目春色，生机盎然，393名来

自山东中华武校、宋江武校的同学

舞动近10米长的LED发光杆与地

面影像互动，表达春天的绽放。陶

雯婷说：“《立春》表演环节是和北

京理工大学仿真实验室团队合作，

技术团队在发光杆的经度、纬度、

角度做了标识，演员们要制造出不

同波澜的多种状态，有连绵起伏

的，有交替感的，有叠合感的，这对

他们是一次全新的考验。”“最费力

的是如何和装置、影像做咬合。”

分场导演田湉负责的和平鸽

环节，历经七八次大改，直到今年

1月10日最终方案才确定。

一次次不断修

改，童雷带领的

团队提出，

是否可

以设计充满童趣的冰雪元素，与孩

子们一起互动。“有一次，地屏什么

也没显示，孩子走到黑地屏上，忽

然发现自己脚下的雪花会跟着他

们跑，跑得快雪花会拉出很长的轨

迹。”童雷说，孩子们在现场开始疯

玩，张艺谋则被这个场景感动，这

正是他想追求的淳朴、浪漫、自然

的呈现效果。

张艺谋说：“和平鸽环节只有短

短三分多钟，但让我深深体会到文化

自信是多么重要，唯有这样才能呈现

自然、轻松、自信、快乐的状态。”

呈现效果的创新 不再用人海战术讲故事

中国科技的力量 让冬奥故事讲述更硬核

主创团队的追求 讲一个伟大中国的故事

奇妙创意的诞生 讲一朵雪花的故事 中国代表团入场中国代表团入场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武巍武巍//摄摄

开幕式前表演开幕式前表演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薛宇舸//摄摄

杨扬传递火炬杨扬传递火炬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灿曹灿//摄摄

焰火表演焰火表演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陈建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