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讯 （记者 李欣 王煜
鹏） 北京拥有 3000 多年建城史、860 多

年建都史，古都文化源远流长、红色文

化丰富厚重、京味文化特色鲜明、创新

文化蓬勃兴起，来自世界各地各具特色

的文化，在这里传承、砥砺、融合、创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2 月 11 日晚，由 2022 北京新闻中

心 主 办 的“ 双 奥 之 城 新 气 象——2022
中外媒体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采访活

动走进国家大剧院，中外记者共同欣赏

了由北京演艺集团制作、北京歌剧舞剧

院演出的舞剧《五星出东方》，感受“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

和谐图景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各民族同生共荣的时代主题。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构想和题材

来源于在古丝绸之路新疆和田尼雅遗

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汉代织锦护臂。1995 年 10 月，尼

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和田地区民

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一块织

锦，长 18.5厘米，宽 12.5厘米，上有八个

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现为国家一级

文物，它的出土也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

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这一考古发现

为主线，通过艺术化创作处理，让珍贵文

物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在舞台上展

现出来。舞剧讲述了在精绝古城，汉朝

戍边将领奉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

首领之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肩

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

厚情谊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中国各族人

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结成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该剧以

大胆创新的舞蹈语汇、新颖空灵的舞台

设计、精致考究的服装造型以及交响化

史诗般的音乐，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审美;同时以轻喜剧的风格、引人入

胜的剧情、细腻饱满的情感生动刻画了

人物性格，演绎了民族融合的主题。

《五星出东方》大胆跳出传统舞剧的

叙事形式，将历史、民族、文化、战争等宏

大或沉重主题藏在轻喜剧的“壳”中，借

助“小人物”的一颦一笑、命运起伏来解

构历史。制作人董宁表示，“北京冬奥期

间，有很多国际友人来到国家大剧院观

看演出。因为舞剧没有语言的障碍，大

家的艺术感受可以是互通的，而且这个

作品也体现了奥运精神中所强调的‘更

团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

作品，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更多了解我们的

中国，看到中国传统的文物和中国当代的

文化，以及中国艺术家的风采和风貌。”

感受民族团结和谐图景

中外记者观看舞剧中外记者观看舞剧
《《五星出东方五星出东方》》

3

20222022年年22月月1313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组版组版编编辑辑 陈贇业陈贇业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 帕姆卓玛帕姆卓玛

新华社记者

34秒 32！奥运会纪录！

中国选手高亭宇 12 日创造历史。

这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金牌，是中国

在冬奥会速滑项目上的男子首金，也

是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第四金。

至 12 日赛事结束，北京冬奥会共

决出 58 枚金牌，共创 2 项世界纪录、13
项奥运纪录。

北京冬奥会适逢中国农历春节，

从贴春联、吃饺子到火遍全球的“冰墩

墩”，中国文化元素与冬奥会碰撞出令

人目不暇接的绚丽色彩。赛事过半，

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全

球运动员、教练员、官员们纷纷点赞冬

奥场馆设施周全、赛事组织严密和中

国人民的热情好客。赛场内外，一个

个精彩的瞬间在这里定格，一幕幕动

人的场景在此处上演。

北京，历史上首座“双奥之城”，张

开双臂向世界发出召唤：让我们一起

向未来！

简约、安全、精彩
“双奥之城”惊艳世界
2 月 4 日 ，立 春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一簇“迎客松”焰火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上方绽放，91 朵写着参赛代表团

名 字 的“ 小 雪 花 ”汇 聚 成 一 朵“ 大 雪

花”，化身北京冬奥会主火炬台。

从令外国记者频频发出惊叹的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到展现中国智慧和

环保理念的“点火”构思……一场简约

而又精彩的开幕式，拉开了北京冬奥

会的大幕，也奠定了本届赛事的基调。

“简约、安全、精彩”，这是中国向

世界做出的承诺。

大国一诺，重于泰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

会筹办期间，就一再为北京打“call”，

请人们一定要到北京去看看，中国朋

友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节俭办

奥理念融入到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细

节之中的。

美国自由式滑雪男子选手亚历山

大·霍尔对首钢滑雪大跳台印象深刻：

“背后那些‘疯狂的’烟囱很酷！”

这里正是巴赫心心念念想让世界

看到的冬奥场景之一。十四年前，借北

京奥运会举办契机，始创于1919年的首

钢集团从这里迁走，留下了工业遗存。

而今，园区已停用的烟囱和冷却塔成为

大跳台项目运动员腾空时的绝妙背景，

通过转播画面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创

意”。美联社在报道中感叹，一家关闭的

钢铁厂把冬奥会运动员送上了天空。

北京冬奥会共使用了 14个 2008奥

运场馆遗产。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

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认为，这种场

馆利用模式，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

续方面的优点，新建场馆也从一开始就

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需求，这种办赛理念

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

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则看到了“无形遗

产”的力量：就像 2008 年奥运会一样，

北京冬奥会的遗产也将影响一代代中

国人，“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

一个冰雪运动国家，而这也将进一步

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

如今，中国已提前实现“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中国民众观看冬奥会、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随着冬奥会开幕日益

高涨。社交媒体上关于冬奥会的“热

搜”“爆点”令人目不暇接，网友们纷纷

表示：“第一次发现冰壶这么有意思”

“我也要去学单板，简直太酷了”……

北京冬奥会可不止在国内“火”，奥

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首席执行

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表示，根据相

关数据，北京冬奥会已经成为迄今收视

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而在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旗下的数字平台上，北京冬奥会

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埃

克萨科斯很满意地说，截至 9 日，全球

社交媒体上有20亿人次的关注。

冬奥会的“火”，其实从吉祥物“冰

墩墩”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戴着一层

“冰外壳”的熊猫已经成为全球网友新

宠，运动员们纷纷表示表示太想要一

个“金墩墩”（颁奖版）了，很多外媒记

者也成为“冰墩墩”的铁粉，日本记者

辻冈义堂甚至把新闻直播做成了“带

货直播”，如今“冰墩墩”在全球都是

“一墩难求”。

高关注意味着高品质。“冰丝带”

不断产生新纪录，“最快的冰”背后，是

高科技含量的注入和对冰面高标准追

求的精益求精。当走南闯北的德国老

牌雪车教练利奥波德看到延庆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赛道“雪游龙”时，赞叹说

这是“超凡之作”“雪车运动中的终极

水平”。冬奥会适逢春节，如何让全球

运动员感受中国春节的“年味”，三大

赛区各显神通，外国运动员们也入乡

随俗，美国单板滑雪选手朱莉娅·马里

诺就成了“饺子粉”：“冬奥会以来，我

已吃了 200 个饺子。从山上（训练）一

回来，就得吃一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体育大赛

都面临“安全”考验。当下，奥密克戎毒

株肆虐全球，其传染性远胜往昔，为了

运动员们能安全参赛，北京通过高效得

力的防疫机制，打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

闭环。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

聚集性疫情。埃克萨科斯说：“对于运

动员来说，安全参赛意义重大。目前

看，这是一届极其安全的奥运会。”

安全又充满弹性的环境也让运动

员感觉很舒适，荷兰速滑名将克罗尔

直言：“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地区）能

（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举办冬奥会，那

一定是中国。我们应该庆幸冬奥会在

这里举行。”在他看来，在保证防疫安

全和给予运动员一定的自由之间，组

委会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突破与圆梦
这是“奥林匹克时间”
17 岁的苏翊鸣圆了自己 11 岁时

树立的梦想：“我要代表中国去参加冬

奥会，然后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2
月 7日，他站在了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领奖台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

肺炎疫情叠加之下的世界动荡变革期，

北京冬奥会为全世界运动员搭建了一

个展现自我、超越自我、实现梦想的舞

台，向全世界人民宣示体育的凝聚力。

美轮美奂的“冰丝带”里，每天都

在创造历史。一项世界纪录、八项奥

运纪录，其中多个纪录已尘封 20 年之

久。非凡的选手在这里圆梦，夺得速

滑首金的荷兰选手伊雷妮·斯豪滕激

动地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大

梦想，那就是拿到一枚奥运金牌。今

天，我做到了。”

短道速滑赛场也诞生了一项世界

纪录和五项奥运纪录。中国短道速滑

队不负“王者之师”美誉，开赛以来已

夺得两金，领跑群雄。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

实 现 7 个 大 项 、15 个 分 项“ 全 项 目 参

赛”，其中 35个小项是首次站上冬奥舞

台。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中国选手

摘得 4金 3银 1铜，以及数不清的“第一

次”、一系列的“历史最佳成绩”，让世

界看到了中国选手的风采与努力。

半程战罢，奖牌榜上德国、挪威、

美国、荷兰、瑞典等老牌劲旅依旧排在

前列，在前两届冬奥会上均斩获两位

数金牌的加拿大目前仅得 1金，中国则

已超越前两届冬奥会，逼近 2010 年温

哥华冬奥会 5金的最佳战绩，很有可能

在本届创造历史最佳。

冲刺、突破、圆梦，在北京冬奥会

上，五环旗下的运动员们将“精彩”的

定义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度。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

勋。”一众老将在北京冬奥会证明着自

己的宝刀不老。36 岁的荷兰速滑老将

伍斯特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力压世界

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夺得

了自己五战冬奥会的第 6枚金牌，也是

第 12枚奖牌。赛后伍斯特说：“希望有

更多人相信，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拥有

夺冠的雄心，就一定能做到！”

老将老当益壮，年轻人也不遑多

让。18 岁的谷爱凌让世界刮目相看。

大跳台最后一跳她拿出此前从未做出

的 超 高 难 度 动 作 —— 偏 轴 转 体 1620
度，向金牌发起冲击。凭借近乎完美

的发挥，谷爱凌逆转夺冠。当然，她超

越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同样优秀，在

第一轮就完成了偏轴转体 1620 度的超

难动作，两人这个动作的得分也一模

一样。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场上，她们是当之无愧的“雪上双璧”。

连续两届亚军后，23岁的日本单板

滑雪选手平野步梦终于在北京让奖牌

换了个颜色，赢得 U 型场地技巧冠军。

平野步梦同时还是一名“双奥”选手，去

年东京奥运会他参加了滑板比赛。

“跨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但捷克姑娘埃丝特·莱德茨卡却又一

次单双板“双修”。四年前，她在平昌

冬 奥 会 同 时 获 得 单 板 滑 雪 平 行 大 回

转、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两项冠军，此

次在北京，她在单板项目成功卫冕，超

级大回转比赛未能站上领奖台。完成

“跨项”的还有 33 岁德国选手丹尼斯·

赫尔曼，作为索契冬奥会越野滑雪铜

牌得主，她在北京勇夺冬季两项女子

15公里个人赛冠军。

更传奇的是 46岁的巴西人雅克利

娜·莫朗，她作为运动员参加了五届冬

奥会和三届夏奥会，其中包括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这也让她成为绝无仅有

的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

运动员。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奥林匹克精神闪耀

2 月 5 日晚，“冰丝带”迎来了第一

个奥运纪录，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

聚集在全场最慢的那个人身上——而

她，是这个项目的原奥运纪录保持者。

49 岁，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女子冬

奥选手；八届，历史上参加冬奥会次数

最多的女运动员；在过往七届中，总共

拿下 5 金 2 银 2 铜——德国人克劳迪

娅·佩 希 施 泰 因 到 达 速 度 滑 冰 女 子

3000 米终点线时，高举双臂，迎接属于

自己的“第一”。

“我是笑着滑过终点线的。”克劳

迪 娅 声 音 微 颤 ，“ 我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目

标，这可是我的第八次奥运会。”

“更快、更高、更强”，是向冠军攀

登，更是一次次向自己挑战，这正是奥

林匹克精神最动人之处。

41 岁了还没拿过第一，这算不算

失败？法国人约翰·克拉雷可不这么

想。在人生第一次登上冬奥领奖台，

挂上一枚沉甸甸的银牌时，克拉雷觉

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不管你是 20岁

还是 41，这都不重要。这是块奥运奖

牌 啊 ，这 已 经 是 很 美 好 的 回 忆

了。”——当然，他其实拿了个“第一”：

凭借这枚奖牌，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

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得者。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小将高宏

博，在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资

格赛中只进行了简单滑行，甚至连一

次空中转体也没有做。但这并非实力

不济，而是因为赛前训练时他意外脚

踝骨折，对 21岁的他来说，“我来过”是

为了不留遗憾。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运动员

们比谁都更理解“更团结”的意义。

对 17 岁的苏翊鸣来说，领奖台上

两 位 加 拿 大 选 手 都 是 他 的 偶 像 和 英

雄。赛场上拿出绝活一拼高下，赛场

下则格外惺惺相惜。当有网友质疑裁

判打分时，苏翊鸣和他的教练共同发

声，恳请公众终止批评。

当苔丝最后一跳失误，跌坐在雪

面上痛哭的时候，获得冠军的谷爱凌

没有肆意庆祝，她和铜牌得主玛蒂尔

德·格雷莫走到苔丝身边，安慰这名去

年初痛失父亲的法国姑娘。“我们之间

的感情很好，我们一起滑雪、一起做喜

欢的事，恰巧又是朋友，这种氛围非常

好。”格雷莫说。

北京冬奥会上，有太多和金牌、领

奖台无关的故事和感动。

24 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莎·德

斯蒙德用了 15 年，成为爱尔兰史上首

位雪橇运动员、以一己之力创建爱尔兰

雪橇协会，终于站上了冬奥赛场；多诺

万·卡里略是墨西哥 30 年来首位参加

冬奥会的花滑选手，并在短节目、自由

滑和总成绩上都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最

佳战绩；中国台北姑娘李玟仪为了在高

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中完赛，一步步向

上攀登，返回自己错过的旗门，这是因

为在她心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清华大学学生孙泽宇没想到，自

己在开幕式上一声“Welcome to Chi⁃
na（中国欢迎你）”，竟然引来了一场社

交媒体寻人。在网友的接力寻找下，

美国单板滑雪选手特莎·莫德和孙泽

宇成了“网友”。18 岁的莫德将“中国

人的友爱与好客”记在了心里。

未来八天里，冬奥健儿们还将在

北京冬奥会上奋勇拼搏。还有更多的

传奇将诞生，更多的历史将被创造，让

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见证北京冬奥会

书写和平、友谊、进步的新篇章，奏响

“一起向未来”的交响曲。

（执笔记者：王恒志；参与记者：林
德韧 王春燕 姚友明 吴鲁 刘金辉）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北京冬奥会半程综述

惊艳惊艳、、突破突破、、圆梦圆梦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主火炬（2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本报记者 陆广涛 吴占云

北京冬奥会期间，本报记者随张家

口媒体中心采访团一行来到位于张家

口坝上的沽源县。

初春时节，沽源当日最高气温零下

7 摄 氏 度 ，非 常 适 合 开 展 户 外 冰 雪 运

动。这里距离张家口 160公里。紧邻冬

奥会赛区崇礼，由首都环线高速相连，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借

力冬奥会筹办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等重大机遇，

沽源县全面响应“推动三亿人上冰雪”

号召，不断增加冬季旅游产品供给、打

造冰雪运动品牌，把“冷资源”变为“热

产业”，成功打造了“冰雪文化节”“库伦

淖尔冬捕节”等艺术盛会，拓展了库伦

淖尔滑雪节、汽车冰雪赛道节、库伦淖

尔渔猎文化节、冰雪欢乐嘉年华等零度

以下旅游经济，冬季旅游驶入快车道，

全面助力“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建设。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这对张家口来讲面

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不仅使张家

口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助力全市经济社

会更快更好发展，而且对京张同城化、

京津冀一体化等方面都具有积极而深

远的意义。

在沽源县，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冬季

阳光体育系列赛事，推动了广大青少年

冬奥知识普及、巩固发展华北冰雪运

动，进一步推广京张地区发展冬季体育

赛事的资源优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比

赛，调动了广大青少年来参与这项活动

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孩子们对冰雪比赛

的兴趣，喜欢热爱冬季体育项目，从中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在刚刚建成的滑雪场上，滑雪爱好

者在雪道上释放激情，这也是沽源首座

正式的滑雪场，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

米，规划雪道共 7条，已投用 1条初级道

和 1 条雪圈道，滑雪场瞬时最大承载力

约为 240 人。据介绍，库伦淖尔滑雪场

规划一年四季运营，夏季是山地休闲运

动区，冬季为滑雪和雪上乐园。冬天，

这里便会成为冰雪欢乐世界，游客可以

体验激情滑雪和超级滑雪圈项目。还

有雪地摩托、雪地坦克、雪地卡丁车、雪

地转转等项目，游客可以在冰天雪地中

尽情狂欢。这些项目非常受亲子游、家

庭游的游客喜爱。

在冰上项目区，游客可体验冰上龙

舟、冰上垂钓、冰上自行车等 20 多项冰

上娱乐项目。当地及周边的市民在节

假日和周末都会带小朋友来这里游玩，

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也会参与

其中。他们表示，在这里可以陪伴孩子

和家人度过欢乐的时光，也能够找到儿

时的乐趣。

2022年北京冬奥会持续点燃了沽源

大地的冰雪热情。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的黄金

发展时期，沽源县瞄准“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历史性机遇，倾力做好“冰雪”文

章。全力打造高品质的旅游景区和旅游

线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宿旅游、健

康养生、冰雪旅游、农场经济等，着力将

沽源打造成为享誉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冰

雪运动、文化旅游、健康养生胜地，不断

壮大全季全域旅游产业，成为镶嵌在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走出一条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冰雪冰雪++体育体育
让冰雪运动成为风尚让冰雪运动成为风尚

滑雪爱好者在雪道上释放激情。 本报记者 陆广涛 吴占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