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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奥 林 匹
克 历史 上 第一 个
既 举办 过 夏季 奥
运 会又 将 举办 冬
季奥运会的城市，
经历 2008 年奥运
会的 “无与伦比 ”
后，2018 年韩国平
昌 冬奥 会 闭幕 式
交接仪式上，北京
将 用一 个什 么 样
的“8 分钟”来展现
自己？ 记者日前独
家专访了参与 “北
京 8 分钟”创作的
张艺谋团队。

当北京再次遇见五环
———张艺谋团队独家揭秘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
哪些大咖执导“北京8分钟”？

今年初， 张艺谋在原创冰上真人秀节目
《跨界冰雪王》开播发布会上宣布，将参与执
导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8分钟表演环
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09年国
庆60周年联欢晚会、2014年APEC欢迎晚宴
文艺演出、2016年G20峰会“最忆是杭州”文
艺演出……即便抛开电影， 在大型活动演出
方面，张艺谋的经验也毋庸置疑。

除了张艺谋，主创团队还有哪些“大咖”？
记者了解到， 目前至少有两位国内“一流高
手”已经加入：一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
北京夏奥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的“金牌策
划”张和平，另一位是著名舞美灯光设计师，
北京夏奥会开闭幕式、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
北京APEC欢迎晚宴以及多届春晚灯光总设
计，G20峰会“最忆是杭州”总制作人沙晓岚。

“主创团队早已投入‘北京8分钟’的创意
和策划工作。 ”张艺谋说，“比如执导《跨界冰
雪王》，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综艺节目的总导
演，初衷是借此普及冰雪运动、吸引更多国人
关心冬奥会，为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助力。 ”而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主创团
队希望通过这档综艺节目，选拔“既有表演基
础，又掌握冰上运动技巧”的知名艺人参与平
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

记者在排演现场看到，张静初、左小青、

孙艺洲等8名“零基础”营员在《跨界冰雪王》
总教练、 冬奥会双人滑冠军申雪和赵宏博指
导下，接受花样滑冰的“魔鬼”训练：每周接受
一次冰上实境挑战，经过数月训练、选拔、淘
汰等环节，最终决出胜者。

“这些从没上过冰的营员在短时间内成
为‘冰上高手’。 通过对他们真实状态的记录，
向观众揭示花样滑冰的艰辛， 吸引更多群众
关注、参与冰上运动。 ”赵宏博说，“无论谁去
平昌，营员们都具备专业运动员坚韧不拔、不
畏困难、不服输的精神，他们都是冠军。 ”

“北京8分钟”展示啥？
“在北京冬奥组委全力支持下，我们正紧

张筹备各项工作， 多套创意思路已基本形
成。 ”张艺谋说，与以往演艺活动不同，“北京
交接”在创意理念、情景元素、科技手段等方
面要实现创新突破。

事实上，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奥
运会旗交接仪式及下届举办地形象展示表演
（即“8分钟表演”）才固定在奥运会闭幕式举
行。 而近年来无论夏奥会还是冬奥会，主办国
都愈发重视这短短的8分钟展示时间。

———第一次出现在冬奥会接旗仪式的北
京、中国，会通过这8分钟向全世界传递什么
信息？

“8分钟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奥林匹克会旗
的交接， 很可能还包含升国旗、 奏国歌等环
节，真正的表演时间或许只够一两个节目。 ”

张艺谋、沙晓岚透露，虽然节目时间很短，但
也要“用世界的语境讲中国故事”，充分表达

“2022，北京见”的核心理念和中国热情。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举办时间为2018

年2月25日，恰逢中国农历新年（正月初十），
“中国年”的元素是否会成为“8分钟表演”的
主打？

“我们在申冬奥宣传片中就一直强调‘欢
迎来中国过年’的信息。 2022年冬奥会举办期
间，恰逢中国传统春节，对于好客的中国人来
说， 请五湖四海的宾朋到家里过年， 很有意
义。 ”张艺谋说，“不仅是过年，我们要用独特
的文化信息， 在短短几分钟里让更多海外观
众产生‘我想去中国’的浓厚兴趣。 ”

———平昌的“北京8分钟”，主创团队会更
倾向于“历史”，还是“现在”？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在经历着飞
速发展。 张艺谋告诉记者：“短短8分钟，我们
说不完上下五千年。 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应该
是浓缩的一个‘点’。 ”

“传统和现代是不能割裂的。 我希望用现
代手法、现代思维观念去表现传统元素。 ”沙
晓岚透露，“就是将中国当前创造的辉煌浓缩
到中国历史文化创意元素中去。 ”

平昌“8分钟”如何超越雅典“8分钟”？
“非常艰难。 ”张和平、张艺谋不约而同地

这样形容平昌“8分钟”。 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
幕式“北京8分钟”的红灯笼、中国鼓、茉莉花
的展现效果与预想有差距。“当时，我们的很
多创意被主办方以各种理由否定， 场地条件
也限制了现场表演。 ”张艺谋说，目前对平昌
“8分钟”的场地情况了解不多，很可能也面临
同样难题。

而另一方面，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北京
APEC峰会焰火晚会、G20峰会“最忆是杭州”
等大型表演已达到极高水平。“珠玉在前，平
昌的‘北京8分钟’想出彩、出新，难度更大。 ”
张和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困难重重，但主创团队提出了更高标准：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用以前从没用过的
技法和手段，既突破瓶颈又展现创意。 ”沙晓
岚透露，“我们不再走‘恢弘壮阔’‘千人擂鼓’
等大场面、大制作的‘人海战术’，而要突出个
性化、情感化、技术化，在短短8分钟里润物细
无声地传递中国文化。 ”

其实，从北京奥运会开始，AR（增强现实
技术）、 全景投影等数字影像技术结合灯光、
焰火等多种表现手段愈发成为奥运会等大型
活动和文艺演出的“标配”。 张艺谋主创团队
并未回避在平昌“北京8分钟”大量应用新技
术的话题。

“当年LD大屏幕技术和投影技术，可以把
画面投射到屏幕上、地面上，仅用少数演员就

能占领体育场空间。 现在的AR技术不但解决
了平面空间问题，还能实现与演员互动，更加
丰富我们的想象空间。 ”沙晓岚举例说，“其实
这种技术几年前就已在春晚应用。杭州G20文
艺演出‘在西湖上展映《天鹅湖》’，也运用此类
技术。 ”

“我们希望借助影像视频合成技术，将平
昌现场实况与北京-张家口同期实景融合展
现、交相辉映，运用生动人物、丰富情感、精彩
故事感染世界观众。 ”沙晓岚话锋一转说，“但
前提是，技术必须与艺术结合，用新技术展现
中国创意。 ”

孙悟空？ 葫芦娃？ 长城？ 熊猫？ 谁会
去平昌？

007、超级玛丽、哆啦A梦、足球小将……
越来越多更加时尚、 现代的流行文化符号频
现奥运会等大型活动， 形成跨越国界的文化
认同。

孙悟空、哪吒、葫芦娃、黑猫警长……那些
陪伴一代中国孩子成长的英雄们会不会出现
在平昌？

沙晓岚告诉记者， 在主创团队成立之初，
寻找中国文化元素符号便是他们的重要任务。
“包括长城、熊猫、孙悟空等，我们选择很多很
多，逐一探讨。 ”

对此，张艺谋坦承，我国当代文化符号的
探索仍处于学习阶段。“世界观众一提动漫产
业便会想到日本，而很多当代中国文化还远没
有强大到让全世界公认‘中国在这方面独树一
帜’。 这让我创作时往往很矛盾。 ”

这是否意味着，张艺谋团队会继续沿用
锣鼓、旗袍、黄河、故宫……那些无数次被使
用，被一些人认为“重复”的符号出现在平
昌？

“我们不拘泥于用或者不用那些符号，中
国特色的辨识度是最关键因素。 ”张艺谋说，
有些元素对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 但就像提
到埃菲尔铁塔、 卢浮宫便会马上想到法国巴
黎一样， 我们不能奢求外国人对中华文化有
多深的了解， 而要通过被世人广泛认同的符
号， 先建立共识， 再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新理
念。“最直观、最典型的中国历史文化符号能
让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瞬间想到China”。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们用印
刷术、火药做完美展演，向全世界表明‘四大
发明’ 源于中国。 只有主创人员具有文化自
信，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文化理念，才能感染
观众。 ”张艺谋说，平昌交接仪式虽只有短短
几分钟， 还要面对各种难题，“但我的国家和
民族是我最大的靠山。当我们策划、排演走入
死胡同时，回头找找我们文化的根，再大的难
题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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