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二
〇
二
二
荧
屏
银
幕

二
〇
二
二
荧
屏
银
幕

燃
情
冰
雪
开
篇

燃
情
冰
雪
开
篇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许许

莹莹

冰雪梦想团冰雪梦想团

2022年一开年，中国跑步进入“冬奥时间”。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一大批冬奥题材影视作
品蓄势待发，陆续亮相荧屏银幕。电视剧《超越》
作为央视开年大剧，于1月9日登陆央视一套黄
金档，并于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大平台同步播
出。该剧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项目，由
张晓波执导，李嘉任总编剧，李庚希、胡军、沙溢、
涂松岩领衔主演，马丽、梅婷、童瑶特别出演，聚焦
冬奥重点项目“短道速滑”，讲述了短道速滑小将
陈冕凭借热爱和意志，从初创青岛队的队员成长
为国家队运动员，并最终站到北京冬奥会赛场上
的励志故事。中青代实力派演员生动表现了三代
中国短道速滑人热血集结、顽强拼搏、为祖国荣誉
全力冲刺的精神，上演了一段燃情与感动相交织
的冰上竞技故事。

战术千变万化，决胜在秒的千分位，正是在短
道速滑项目上，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
破”。 迄今为止，中国运动员一共在冬季奥运会
上获得了13枚金牌，其中有10枚来自短道速滑
项目。短道速滑不仅锤炼了中国冬季运动项目的

“王牌之师”，更成为冬奥题材影视作品竞相表现
的对象。除电视剧《超越》外，电视剧《冬奥一家
人》《冰雪之名》《我将喜欢告诉了风》，电影《我心
飞扬》《破冰少年》《极致回旋》等均以其为主题展
开。其中，《冬奥一家人》由《家有儿女》原班制作
团队打造，采用久违的情景喜剧表现形式，讲述了
短道速滑培训中心教练程一凡与程果子一家开展
冰雪运动、共圆奥运梦想的励志故事；由徐峥监
制、王放放执导、孟美岐主演的电影《我心飞扬》也
将于2月1日大年初一与观众朋友们见面，该片
创作灵感得益于2002年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上
中国运动员在 500 米短道速滑项目中冲击冬奥
首金的振奋经历，在北京冬奥举办之际，影片将带
领观众回溯举国沸腾的冰上夺冠时刻。除短道速
滑外，以冰球为主题的《20号俱乐部》《冰上荣
耀》，以花滑为主题的《冰上的火焰》等也将为观众
进一步了解冰雪运动、感受体育精神助力。

为成功办好这场全世界瞩目的冰雪盛事，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
施纲要（2018-2022年）》，提出大力推广普及群
众性冰雪运动，助力建设“健康中国”，奋力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近期播出上
线的多档冬奥题材节目兼具科普性、参与性、趣味
性，力图通过综艺模式的创新实现寓教于乐。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共
同推出的《带你一起看冬奥》《艺术里的奥林匹克》
《冰雪梦想团》等多档精品节目视角多元，内容异
彩纷呈。《带你一起看冬奥》邀请到国际奥委会委
员、冬奥冠军张虹等嘉宾带领观众一起探访北京
冬奥场馆，了解冬奥项目的起源、规则、看点，感受
冰雪运动的魅力和精彩。《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则
以艺术的视角展示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冰雪梦
想团》摒弃“竞演”和“输赢”的概念，通过“真人
秀+花滑展示”的形式体现了花滑小将们克服困
难、不断蜕变的过程，也讲述了那些与成长、热爱、
坚持有关的故事。此外，《超有趣滑雪大会》《冰雪
正当燃》《雪地里撒野的朋友们》《追雪的南团》《热
雪浪》《冠军对冠军》《冬梦之约2》《跟着冠军去滑
雪》等节目力图将专业运动带入大众文化。其中，
已于1月14日在爱奇艺上线的冰雪主题综艺节
目《超有趣滑雪大会》，其游戏设计紧扣“趣味”这
一关键词，无论是“双人单板”还是佩戴VR眼镜
玩起雪地足球比赛，都力求好看、好玩，而在有趣
外表的包装下，却是对滑雪运动专业技术动作的
拆解、方向感的培养等等。游戏之余，专业人士还
会手把手教节目嘉宾一些滑雪动作技巧并指导嘉
宾练习实践，完成一堂深入浅出的滑雪课。

从2008年到2022年,北京再迎奥运,成为现
代奥林匹克史上首个“双奥之城”。纪录片人扛起
机器，手执导筒，奔赴一场世界瞩目的冬奥之约。
《从北京到北京》《飞越冰雪线》《零度之下》《荣耀
征途》《了不起的冬天》《燃情冰雪》《冬奥山水间》
《我为冬奥制战衣》《赢者无畏》《逐梦北京》《粉雪
奇遇》《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等冬奥题材纪录片陆
续上新，而它们也将秉持真实的品格，为时代留
影，为历史存证。

顾拜旦顾拜旦（（雕塑雕塑，，20172017）） 吴为山吴为山 作作 打马球打马球（（中国画中国画，，19631963）） 黄黄 胄胄 作作

冰舞冰舞33（（中国画中国画，，20112011）） 杨杨 刚刚 作作 踢毽子踢毽子（（雕塑雕塑，，19871987）） 刘开渠刘开渠 作作

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人们对奥运的热
情也日益高涨。1月7日至16日，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

“典藏活化”系列展：“迎冬奥·美在逐梦——
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在京举
办，160余件美术作品通过“梦想与拼搏”

“崇尚与竞技”等篇章，展示了运动之美、力量
之美和艺术之美，展示了奥运精神与中华美
学精神的有机融合。

体育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冬奥会上
的冰上舞蹈、雪上竞技，给我们带来惊险刺激
的审美感受。它们承载着人们对自然之美与
运动之美的双重热爱、对冰雪项目的赞叹和
欣赏、对速度与激情的向往与沉醉，以及对奥
林匹克运动的热情与关注。

《奥林匹克宪章》强调体育与艺术相结
合。《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组委会必
须制定一项文化活动计划……文化活动计划
至少必须贯穿整个奥林匹克村开放期间。”
《奥林匹克宪章》还要求文化活动计划必须包
括“在奥林匹克村组织的象征人类文化普遍
性和多样性的文化活动”；“该计划须为促进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和其他与会人士的
和谐关系、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对体育运动与文化艺
术相结合的强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古代奥运会作为体育运动与文化艺术的结合
的典范，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树立了榜样。古
代奥运会上不仅有竞技者之间的激烈对抗，
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从公元前
444年举行的第84届古代奥运会开始，文艺
比赛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诗人、演说
家、音乐家、戏剧家、雕塑家、画家也都加入到
这一盛大的活动中来，表演音乐、舞蹈、朗诵、
唱诗、雕刻、戏剧等大大增加了古代奥运会的
文化气氛。运动员们在草地上翩翩起舞、纵情
欢歌，演说家以雄辩口才滔滔不绝地阐发自
己的观点，雕塑家穿行在人群中搜寻创作素

材，诗人们在赛场内外捕捉写作灵感，广场上
也许正在上演轻松活泼的喜剧，或是震撼人
心的悲剧。哲学家、诗人、剧作家、雕塑家、画
家等共同为奥运会献上了一场艺术的盛宴。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主张实现人的身心和
谐发展，反对把体育运动看作单纯的身体对
抗，力图改变中世纪以来灵肉对立的不良状
态。而体育竞技与文化艺术的结合，将有助于
这一追求的实现。文化艺术能够增强竞技运
动的精神价值，赋予竞技运动极高的审美意
境，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陶冶高尚的道德情
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文化艺术活
动能够丰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内容，各种
文化艺术形式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相互
结合补充，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多姿多
彩的文化景观，以非凡感染力激励人们为创
造和平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将体育与艺术融为一
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顾拜旦是奥运
与艺术相结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顾拜旦指
出：“奥林匹克运动并非只是增强肌肉力量，
它也是智力的和艺术的。”顾拜旦为实现奥运
与现代文化艺术的结合孜孜以求，给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
他钟情于艺术，喜欢绘画，擅长弹钢琴，有着
艺术家的超凡气质、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渊博
的人文知识。这一切赋予顾拜旦浓厚的人文
气质，也促使他终身努力实现体育与文化艺
术的结合，去提升体育竞技的文化精神。

顾拜旦强调现代奥运会应追求两个境
界，即美与尊严。他说：“任何一个研究过古代
奥运会的人都会发现其深远影响的两个基本
原因是美与尊严。如果现代奥运会要产生我
们期待的影响，它也应该显示出美，激发出人
们的崇敬——一种能无限制地超越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体育竞赛所表现出的所有的美和尊
严。”顾拜旦指出：“体育运动必须创造美，并
为美提供机会。它创造美，是因为它创造了活

生生的雕塑——运动员；它为美提供机会，是
因为通过建筑、场景和庆典带来了美。”从他
留给我们的不朽诗篇《体育颂》里，人们能够
深刻地理解顾拜旦神圣的理想和深邃的思
想，感受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饱满的生命激情
与优美动人的文笔。顾拜旦将音乐舞蹈体操
看作体育运动与艺术的互动，认为体育和艺
术都能为积极培养人对于美的感受能力而做
出贡献，一个具有艺术审美感的人更能体验
体育运动的美，反之亦然。

1906年，国际奥委会在巴黎的法兰西戏
剧院召开了“艺术、文学与体育咨询会议”，邀
请艺术家和体育界人士讨论艺术与奥运会相
结合的问题，会议的宗旨是研究“艺术与文学
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奥运会，总之
是与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以便使奥运会从
中获益，使奥运会更为崇高和有意义”。为了
实现艺术与体育的融合，顾拜旦提议并决定
将艺术比赛作为奥运会竞赛的一部分。国际
奥委会在奥运会中设置建筑、绘画、雕塑、文
学、音乐五项艺术比赛，称为“缪斯五项艺术
比赛”。奥运会艺术比赛计划从1912年斯德
哥尔摩奥运会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一直执行
至1948年伦敦奥运会，其间艺术比赛与奥运
会体育竞赛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艺术家与运
动员一样获得比赛奖牌。

奥运会艺术比赛的参加者必须是业余作
者而不能是职业艺术家，参赛作品良莠不齐，
激发不起观众的兴趣。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
会上停止了艺术比赛，改为文化展览和文化
庆典。1954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奥林匹克
艺术展览的方案，并将相关内容写入《奥林匹
克宪章》。此后，现代奥运会上的艺术比赛宣
告结束，代之以奥林匹克艺术节。

为促进体育文化的发展，国际奥委会于
2000年创办了奥林匹克体育与艺术大赛。旨
在通过艺术形式，传播奥林匹克理想，促进青
年人全面发展。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奖。国际奥委会将这项比赛与夏季奥运会结
合，每四年一届。2000年国际奥委会在悉尼举
办了第一届体育与艺术大赛。从2003年７月
开始，“2004年奥林匹克体育与艺术大赛”成
为国际奥委会举办的第二届体育与艺术大
赛。在这一届大会上，我国艺术家孙玉敏的绘
画作品《求》荣获金奖。

北京的奥运艺术有着深厚传统。20世纪
50年代到70年代，产生了众多聚焦体育运动
的艺术杰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形成了
一个奥运艺术的高峰。今天，北京冬奥会再次
激发了艺术家们创作更多更高质量的艺术作
品的热情，“美在逐梦”中，一批艺术家贡献出
他们精心创作的杰作，如吴为山的《顾拜旦》、
黄胄的《打马球》、刘开渠的《踢毽子》、朱成的
《千钧一箭》、田金铎的《走向世界》等，大大激
发了全民参与奥林匹克艺术，特别是小朋友
们的热情。1月10日，“首届中国体育艺术作
品大展”在北京冬奥村开幕。百位艺术家逾百
件作品呈现了以“奥林匹克文化、中华体育文
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艺术佳作，通过
中国艺术形式呈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静待世界来客。参展人
士有90岁高龄的老人，也有9岁的小学生；有
职业艺术家、教授，也有业余艺术爱好者；有
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侨的作品，也
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双奥”“特许者”。

艺术与体育的联姻为北京冬奥会装点了
一幅一起向未来的美好画卷。

你看，他们伉俪情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奥运与艺术奥运与艺术：：健与美的精妙融合健与美的精妙融合
□□金元浦金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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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芒果TV
自制剧《幸福二重奏》研讨会在京召开。由芒果TV
自制出品的情感哲学剧《幸福二重奏》在央视八套和
芒果TV同步播出以来得到广泛热议。该剧讲述了
都市“朋友圈”里的青年男女们，在生活与职场的人
际关系中经受重重磨炼，解锁夫妻间最自洽的相处
之道，寻找幸福真谛的故事。《幸福二重奏》作为首部
登上央视的芒果TV自制电视剧，形成了央视+芒果
TV的台网联播结构。研讨会上，易凯谈到：“这种
强强联合的播出方式，在当前环境下，是电视剧行业
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新动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副书
记、电视剧项目部主任夏晓辉分享了央视选择《幸福
二重奏》的原因：“这部剧通过不同阶层、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的塑造，表达了男女平等、诚信待人、和谐
相处等正确观念，展现平等互助的健康婚姻观和价
值观。”芒果超媒副总编辑易柯明补充说：“我们所做
的，不仅是参与到人民的史诗中去，不仅是内容上的
守正创新，不仅是我们形成一种强大代入感，建构自
己的创作理念，同时也希望在产业方向上，能够把电
视剧和网剧做得更好，确保长视频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从普通家庭的情感生活入
手，主创们没有凭空捏造矛盾和波折，而是将现实生
活中的热点痛点问题和盘托出，如买房卖房、全职太
太、办公室恋情，以及老年人所面对的信息鸿沟等
等，该剧可贵之处正在于着眼解决问题而非挑拨情
绪，剧中夫妻双方的相互适应与改变，对当代社会构
建健康的两性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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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手》：放最冷的枪燃最热的血

1月10日下午，张艺谋、张末
导演新作《狙击手》学术研讨会在
京举办。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党
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市电影局、北
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当代
电影》杂志社联合主办，《视听理
论与实践》编辑部协办。电影《狙
击手》以抗美援朝中的“冷枪冷炮
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抗美援朝战
争中狙击手的动人故事，展现了

志愿军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崇高精
神。与会嘉宾围绕该片的题材选
择、剧作叙事、类型创新及影像美
学等方面展开讨论，充分肯定了
影片作为战争片独特类型的“狙
击手电影”在我国新主流电影中
达到的新台阶、新突破。研讨会
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
任陈旭光和《当代电影》杂志主编
皇甫宜川主持。

据《狙击手》出品人王长
田介绍，电影的创作初衷是希
望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下反映
中国军人的勇敢、智慧、团结
和牺牲精神，并不追求全景展
现。编剧陈宇分享了自己的
创作心得，谈到《狙击手》在创
作之初就力图避免宏大叙事，
强调从战争切片入手，以小见
大。在创作心理上，陈宇秉持
叙事第一、硬核叙事与对人的
高度关注。其中，叙事第一强
调影片中各种要素都要为故
事服务，硬核叙事则强调在时
间、空间相对封闭的情况下，
由自身内部冲突驱动叙事，从
而保证情节的紧张。与会专

家认为，电影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志
愿军战士与对手斗智斗勇的过程，
可谓悬念丛生。《狙击手》在形式创
新方面有突出表现，如高潮前置、
时空统一、观影时间与故事时间的
一致，以及前后相续的双男主结构
和“牺牲/成长”双重主题等。同
时，封闭式叙事也能够极大吸引观
众的注意力。据悉，该片将于大年
初一全国上映。 （许 莹）

1月16日，“鄂产剧”精品剧目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其中
湖北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以吴运铎同志英雄模范事迹改编的红
色大剧《把一切献给党》受到与会专家与从业人员的高度肯定。
中国视协名誉主席赵化勇、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中国电视剧
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编剧马继红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从
业人员对该剧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吴运铎祖籍湖北省武汉市，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
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曾被周
总理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
党》，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武汉青彤影业在湖北省“十四五”电
视剧重点选题规划的指导下，潜心挖掘武汉好故事，研发孵化红
色基因大剧《把一切献给党》。该剧集中展现两个全景：一是全景
展现吴运铎同志“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境界与人生经历；二是
以兵工专家吴运铎同志为群像核心，全景展现中国兵工业自抗
日战争起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辉煌历程。

电视剧《把一切献给党》由中国话剧金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
者、编剧赵瑞泰担纲剧本顾问，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影视
评论家曾庆瑞担纲艺术总监。与会专家谈到，吴运铎一生坎坷，
吴运铎的个人命运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军工事业的发展历
程，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式保尔”的故事。专家建议要抓住
其残障后心理、性格发生的强烈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来编织人物
关系的变化并反映其人生不同节点的选择。同时要在引发当代
年轻人共情共鸣上下功夫。

会上还围绕当代都市情感剧《捍城2020》（又名“老街坊”）
展开研讨。据青彤影业董事长廖斐文介绍，《捍城2020》是经由
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批示。该剧以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故事背
景，以某社区五个发小及家庭在2020-2021年间经历的悲欢离
合、喜怒哀乐为切入点，展现了武汉人民众志成城、乐观向上的
精神风貌。 （鄂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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