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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由杭州亚组委、浙江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杭

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纪录片《绽放》已于近期推出，

该纪录片由浙江电视台电视教科影视频道具体

承制，历时两年多时间，全程跟踪记录杭州亚运

会盛大绽放的背后漫长而不为人知的过程。

2023年 9月 23日晚，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在

浙江杭州隆重开幕。坐落在钱塘江畔的杭州奥

体中心体育场流光溢彩。这座形如一朵大莲花

的城市地标终于迎来了“秋分之诺”的绽放时刻，

见证着亚运圣火第三次在中国的城市激情点燃。

风从东方来，潮起亚细亚。这场无与伦比的

亚运会开幕式得到了非常高的赞誉。亚奥理事

会代理主席辛格这样评价：“整个开幕式精彩绝

伦，整个创意，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美丽的舞

蹈，穿越古今的设计，一切都非常美。这是看过

的最棒的开幕式之一。”1000多个拼搏奋斗的日

夜，化为 100多分钟无与伦比的精彩。大莲花的

亚运会开幕式从此成为“最忆是杭州”的全新注

脚，也注定成为这座城市永远定格的盛大节日。

一、创举：以进行时传播纪录片

纪录片《绽放》以解构统筹决策为魂，以解读

组织运行为脉，以解密创意策划为本，向广大观

众呈现开闭幕式筹备历程中的曲折故事，讲述决

策与节目当中遇到的困难与迸发的火花，为杭州

纪录片纪录片《《绽放绽放》：》：
用影像留下一场永不落幕的亚运会用影像留下一场永不落幕的亚运会

焦征远

与好奇的“青雁”人社，把高大上的科技转化为每

个人都能可感可及的有趣体验，以“朋友”的身份

拉近网友与赛会的距离，进而了解杭州这座城市

迎接亚洲体育盛会所做的创新与努力。特别是

亚运会开幕式当晚，亿万观众都期待的盛大时

刻，我们走进大莲花、坐在观众中间，充分发挥出

镜记者的现场感优势，把喜庆、热烈、精彩的盛会

氛围，通过直播连线、短视频的方式传递给广大

观众和网友，使他们有亲临现场的感觉。

三、关注人文，传递体育的速度与温度

一场成功的亚运会，除了比赛成绩、奖牌榜

的简单播报，更重要的是展现体育赛事中的人文

情怀，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赛场内外花絮更

是易于“出圈”的话题，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新

闻热点。开赛之后，我每天都奔波在场馆之间，

从王者荣耀到男足女排，不缺席任何一场热门赛

事，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会“爆”的新闻

点。在黄龙体育中心，48岁的丘索维金娜出场

时掌声雷动，她的每一跳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

量，虽然最后她与奖牌擦肩而过，但我的镜头记

录下的是一位百折不挠的运动员和一位伟大的

母亲，通过讲述她的故事让观众网友感受到竞技

体育的魅力。

亚运会，是体育的盛会，是文化的盛宴，也是

来自各地不同人们交流、交融的桥梁和舞台。恰

逢中秋国庆假期，我和同事蹲点亚运村，和各国

运动员一起做花灯、换古装、观皮影、踢蹴鞠、赏

歌舞等，把每一项习俗背后的故事与涵义，用我

们不算流利的英语讲给远方的客人，也收获他们

的祝福与感动。“民相交在于心相通”，融入进去

我们的新闻也因此变得温情和柔软，具有更浓的

人情味。记者不仅是一个旁观的记录者，还是中

国文化的传递者。

金桂飘香的深秋，回顾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的相关报道，我们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用好新媒

体技术手段，不断创新表达，时刻牢记媒体职责，

通过我们的报道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

昂，让一届精彩纷呈又充满人文之美的盛会深深

镌刻在亚洲各国人民心中。我们也相信，随着越

来越多的国际赛事落地浙江，新闻铁军有能力有

信心去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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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第 19 届亚运会留下一份珍贵而生动的影像档

案。

该片每集时长 35分钟，前四集以杭州亚运

会开闭幕式为主，分为孕育、含苞、蓄力、绽放四

个主题，最后一集“共融”则着眼于亚残运会开闭

幕式内容展开叙事，充分展现“简约、安全、精

彩”的亚运会背后的种种努力。

本片艺术总监梁碧波是国家“五个一批”人

才，曾经执导过纪录电影《中国仪仗兵》等 300多

部（集）纪录片的拍摄，对亚运会开幕式这类题材

如何驾驭深谙于心。他对本片提出了“问题、策

略、解决”的拍摄三部曲方案，较好实现了盛会纪

录片的文献与纪实相结合的问题。国家一级导

演许继锋则担纲本片艺术指导，他的纪录片从

《风雅钱塘》到《西泠印社》，较好体现了纪录片

的中国美学，更把这种美学理念还原于本片开幕

式江南之雅的解读中。

为兼顾文献价值和传播特性，向世界更好展

示亚运会开闭幕式的精彩瞬间，浙江广电集团高

度重视、提前谋划，电视教科影视频道派出纪录

片创制精干力量保障拍摄，集团制作中心提供设

备技术支持，联动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团队，

全程与开幕式制作方锋尚文化导演团队密切互

动，在杭州亚组委大型活动部精心指导下，连续

跟拍两年多时间，在 5集正片之外，还将部分独

家幕后素材制作成上百条微纪录短视频，通过中

国蓝新闻、Z视介、美丽浙江、牛视频、小强热线

等新媒体矩阵进行分发解密，全网传播量近 2亿

次，实现了纪录片的“进行时传播”。

二、主题：以全视角记录这场盛会

笔者认为，“没有人比我们更能看到一个完

整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面

对如此重大事件，团队如何来完成这个拍摄任

务？从最初的策划启动阶段开始，摄制团队就在

全程拍摄这朵“大莲花”的故事，从“孕育”“含

苞”“蓄力”“绽放”，一直到最后的“共融”。

2020年 7月，杭州市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方

案开始征集，这朵花就开始孕育。2021年 7月，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主创团队在北京正式亮相，这

朵花已在萌动。最初的开幕式创意，全都围绕

“中秋”这个时间节点进行，于是提出了“月映亚

洲”这个概念；后来，杭州亚运会因疫情而延期至

第二年的“秋分”时刻，于是一切都要打回原型从

头再来，几经碰撞后才有了因水而起的全新创意

——“潮起亚细亚”。

我们的纪录片想要完整拍摄盛大绽放前所

有的努力，于是就有了这场无休无止的跟踪记

录。拍摄过程中，我们记录了主火炬塔的装置在

河北、河南、浙江等几地跨省的协作测试；我们记

录了反重力装置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因受伤而黯

然离场的背影；我们也记录了双人 3D威亚的高

空训练；我们还记录了数字火炬手如何诞生并奔

跑等等，我们想展示给所有观众看的是那场华美

“绽放”背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如何记录好、展现好这 1000多天的点点滴

滴，挖掘精彩绽放背后那些不为人知而感人至深

的故事呢？从 2021年 11月开始，无论是夏日炎

炎，还是大雨倾盆，或是冬雪纷飞，团队 30多人

始终坚守拍摄一线，用心观察记录，特别是今年

4月份开幕式群演遴选开始后，面对一次又一次

的反复排练，为了不错过动人的场景，笔者作为

总导演带领核心主创团队蹲守在“大莲花”，平均

每人每天近 3万步的奔波，汗水、酸痛换来了许

许多多珍贵的独家素材。截至目前，相关场景总

计有 300多场（次），创作了场记脚本文案 10万多

字，留下了 150多 T容量的影像素材，丰富了杭

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史料影像库。

面对海量的素材和播出的时效，后期工作也

经受了极大的考验。 在纪录片拍摄同时，团队

在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保密剪辑机房同步进行后

期制作，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断打磨文案，一

个镜头要从上百个类似画面中挑选而出，一集文

案要修改十几版以上，片子在前进与纠偏中不断

地自我否定再否定，如此螺旋式上升，直到先过

了自己这道关，才给领导审片。一切的努力只为

最终的绽放。那么，主创团队是如何表达“绽放”

这个主题的呢？

杭州如水，每天都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良

渚、大运河、西湖，三大世界遗产共聚一城，它既

古老又现代，既诗意又动感。亚运会开闭幕式这

部纪录片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让你通过纪录片读

懂杭州读懂中国，并用影像留下一场永不落幕的

亚运会。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

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千余年前，白居易

用一首《忆江南》道出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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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

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

人，如果重游今日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

独特韵味与别样精彩中。总撰稿张海龙在纪录

片《绽放》的先导片里这样写道：“每朵花的绽

放，都是这座城的盛大节日。花开与潮起，皆为

日月感召，都是向上生长的力量。奔竞与夺冠，

皆为勇立潮头，都是始终向前的能量。”

这是钱塘自古繁华的中国式浪漫。这是参

差十万人家的命运共同体。1000多天的含苞蓄

力，只求完美一刻。100多分钟的激情绽放，让

四海欢聚。潮起亚细亚，绽放“大莲花”。

三、分集：五个层次解读这场盛会

第一集《孕育》重点解析从“中秋之约”到“秋

分之诺”。亚运会开幕式的创意方案一波三折，

怎么从决策到创意、从落地到运行展现全过程？

本集从杭州第 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北

京新闻发布会开始回溯，直接引出杭州市副市长

陈卫强代表杭州亚组委领导对这场盛会的要求

与嘱托。接下来，主创团队第一时间展开调研，

围绕“月映亚洲”这个主题反复打磨论证。

紧接着，如何向北京冬奥会看齐，如何体现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又成为主创团队

面临的巨大挑战。随后，亚运会延期至 2023年

秋分举行，所有创意方案推倒重来，几经讨论后

再度确定“潮起亚细亚”主题。如何体现“水”这

个江南的关键意象？如何体现“雅”这个杭州的

独有气质？这些都成为主创团队面前的难题。

第二集《含苞》从不同节目的创意与排演入

手，比如双人 3D威亚怎样自由飞翔？反重力浪

花装置为何意外退出？潮汐之树的创意从何而

来？国风雅韵如何一笔留白？数字火炬人怎样

弄潮封神？开幕式的排练怎样在层出不穷的问

题中不断推进？杭州之雅，全都表现在领导决策

与主创团队的那种“淡定自信”中。历时整整三

年为国风雅韵独舞设计制作的长裙“一笔点亮江

山”，数字化大手笔绘就拱宸桥“流动的盛宴”，

亚运火种在良渚成功采集，科技之火更让数字火

炬人真正成为“时代弄潮儿”。

第三集《蓄力》则从武警升护旗集训队开

始，去感受他们手上“祖国的重量”；从引导员

练习微笑开始，去体会她们身后“亚洲一家”的

寓意；从白鹭精灵，跟着演员周李芊、杨欣怡一

起去良渚实地探访，感受“山河依旧，白鹭如

前”的诗意；动物偶剧虽然没有登上亚运会开

幕式舞台，却与全体演出人员同爱同在；音乐

剧《家》面临重大调整只能服从大局，从“梦想

天堂”的杭州一家到亚洲一家，蓄力就是去表

达爱的力量。

第四集《绽放》。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从每

一个环节排练到全要素演练，是谁在台前幕后帮

助导演组实现奇思妙想？开幕式当天，从黎明熹

微到夜幕降临，你能体会“杭州十二时辰”那种焦

灼与期待吗？从开幕式到闭幕式，“攀花相送”又

如何化为“荷桂共生”？一切美好与自信，怎样体

现为一场依依惜别的中国式浪漫？在导演骆琳、

陈如和罗博超的印象中，从最后一次联排的感动

记录到开幕式当天的绽放，几乎没有人有紧张失

措的感觉：引导员们做最后调整，古风演员穿戴

整齐，威亚演员身姿舒展，“白鹭精灵”等待展翅

飞翔；各个工位都有人整装待发，过去那挥汗如

雨的一百多个日夜瞬间闪过。此刻就等待着那

一声“现在开始”。

秋分之夜，几千名演员激情绽放，用艺术和

科技创造出一场富有震撼力和深度的视觉盛宴，

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自信而美丽的中国。

始于秋分，终于寒露。在为运动员勇夺桂冠

呐喊欢呼的同时，“大莲花”也顺利完成转场，杭

州亚运会圆满落下帷幕。从期盼到相会，从重逢

到告别，主创团队以“攀花赠友”传承中式送别之

礼，通过“荷桂共融”表达和合共生之情，希望以

“人与景”交融展示杭州魅力，以“情与情”交织

回顾亚运历程，为观众留下了温暖难忘的记忆。

第五集《共融》。金桂之花如何成为杭州亚

残运会开闭幕式的贯穿元素？体育精神如何与

篆刻艺术结合，演绎速度与激情、力量与希望；听

障儿童唱响天籁之音，无声世界如何突破自我，

逐梦前行？听障男舞者和健全舞者如何共同演

绎茶风之礼？科技之手如何点燃圣火、点亮梦

想？导演童晓婷深切感悟到，浸润过浓郁桂花的

芬芳之后，亚残运会让所有人凝聚一个共识：无

论健全或残疾，以心灵的沟通打开心与心的隔

阂，真情感悟我们都是一家人。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