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7 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以下简
称“亚冬会”）在哈尔滨开幕，中国再次成为国际
冰雪运动的焦点。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
主题，本届亚冬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
也是展现中国形象、传递文化价值、促进国际交
流的重要舞台。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体育赛事早已超越
竞技运动本身，成为构建国家形象和展现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际传播格局面
临深刻变革，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逐渐式微，
依托文化、体育等的“柔性叙事”正成为国与国
之间打破文化隔阂、增进彼此了解和认同的有
效路径。

亚冬会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运
动会，覆盖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吸引全世界的
广泛关注。在这个冰雪赛道上，无论是运动员

在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还是赛事中融入的
文化符号，都将更容易打破距离和语言障碍，传
递到受众心中。“以体为媒、以文化人”的表达方
式，将有利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历来是国家形象传播的
高光时刻。亚冬会开幕式上，“传统与现代交
融”成为凸显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一大亮点。开
幕式团队以国际化、时尚化、现代化的新方式，
将科技、艺术与中国非遗民俗进行融合表达。

“冰雕玉砌”的舞台设计，结合 AR、裸眼 3D、超
高清包裹感大屏等技术，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富
有中华文化韵味的北国冰雪画卷。

哈尔滨亚冬会是继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后，
中国举办的又一重大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截
至目前，亚冬会已有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

的1275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作为洲际赛事，亚
冬会将为亚洲文明对话提供宝贵平台。亚洲许
多国家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其中蕴含着各国
独有的文化基因。以赛事为媒介、以冰雪活动
为纽带，促进各国冰雪文化的传播交流，将助力
推动亚洲地区不同文明的沟通互鉴，共谱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乐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年轻人已成为跨文化
传播的主力军。赛前，很多年轻运动员在自己
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亚冬会装备、场馆“黑科
技”、吉祥物盲盒手办，打卡运动员村的美食，引
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亚冬会组委会也创新
部署新媒体传播，积极拥抱年轻人偏好和熟悉
的叙事方式。亚冬会官方火炬传递活动直播吸
引 200 多万观众在线收看，还有多国年轻人参
与相关话题的创作互动。这些真诚而频密的民

间交流互动，构建起更具亲和力的“青年话语
场”，增进各国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与信任。

冰雪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迸发出新
的火花。无论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雪容融”，还是亚冬会吉祥物“滨
滨”“妮妮”，都广受欢迎。围绕这些蕴含传统
文化元素的新 IP，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毛绒公
仔、盲盒手办、印章摆件等文创产品，经由年
轻人的意义赋予和自发传播，传统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机活力。

通过这场赛事广泛传播的还有中国各个领
域的新故事。其中，有冰雪运动从小众潮流转
向大众生活方式的体育故事，有冰雪资源从区
域消费迈向全球产业的经济故事，有致力于实
现“零碳赛事”的绿色发展故事，更有以科技点
亮智慧赛事的创新故事。哈尔滨亚冬会作为一

个从体育到文化、从科技到消费的多维叙事场
所，以体育竞技为媒介，向世界讲述着新时代中
国发展的新故事。如何将赛事红利转化为长效
机制，促进我国冰雪运动的未来发展，点燃大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持久热情；如何强化议程设置
能力，主动挖掘议题，深化叙事；如何培育冰雪
文化原创力，制作本土特色的文化作品，形成与
赛事互补的叙事矩阵；如何更好地创新话语传
播模式，用青年语言重构中国叙事，都是值得我
们探索思考的课题。

当各国运动员在冰面上画出优美弧线，当
不同语言的加油声在场馆内交织，我们看到的
将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个国家开放包
容、创新自强的生动故事。我们期待以哈尔滨
亚冬会为契机，深化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塑
造更加立体、全面、鲜活的中国形象。

是体育盛事，更是生动的中国故事
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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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感赋

张学志

火树银光泻九天，星灯浮月照无眠。
鹊桥已渡星河浅，桂殿空悬玉魄寒。
半榻摇霜孤影碎，一丸沉璧旧时圆。
东风暗度春声里，谁共人间不夜烟？

周殿龙评点：
首联用夸张手法写实景。人间天上联通。火树银光从地上至天空，而作

者反说“泻九天”，仿佛璀璨烟花，自天而泻，洒满人间。而二句再把星灯浮月
拉到近前。照无眠，直用苏轼句，而“无眠”心境不同。苏词是怀念亲人，而作
者却未明说，是怀念亲人，抑或谋划事业？都留给读者去想象发挥。颔联专
写元夕月色，运用联想，融入神话传说，虚实相辅，对仗工稳。颈联再写月照
人间，呼应首联第二句之“照无眠”。暗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写月名句

“静影沉璧”。“一丸”则衬托出“山高月小”的空濛意境。末联结于“春声里”。
眼前“不夜烟”，将迎来明朝旭日初升，东风暗度，一个美好的春天就在眼前！
全诗主题向上，语言朴实，化典无痕，意境优美。

【中吕·喜春来带普天乐】正月十五走太平

赵丽萍

苍穹冰魄团圆好，星雨繁花烂熳抛，晶灯炫目舞蛇妖。声乐高，欢度上元宵。
（带）下云楼，停车轿。盛装南路，结队东郊。老愈强，童犹俏。健步千家

迎春早，凈心诸疾作烟消。流光未远，新词正敲，祥瑞来邀。

周殿龙评点：
这是一首创新尝试的作品。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几首小令联缀而成。

作者把《喜春来》和《普天乐》带过一起。作者选用这两首曲名与所写正月十
五走太平内容巧妙融为一体。营造出欢快喜庆的意境氛围。可谓匠心独
运。前段《喜春来》写元宵满月，烟花炫舞，热闹非凡的“欢度上元宵”景象。
下段《普天乐》写人物活动。老幼皆欢，迎春驱疾。而作者此时专注于“新词
正敲”，歌颂这美好元宵盛景，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两首
小令，完美统一。真巧夺天工之妙笔，融汇古今之奇思。

2月9日，在长沙市仰天湖桂花坪小学，小朋友在体验舞龙。
当日，湖南省长沙市各中小学迎来返校报到日。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仰天湖桂花坪小学举办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

的独特魅力，提升孩子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陈泽国 摄

乙巳蛇年春晚的舞台上，3000架无人机在重
庆分会场腾飞，夜空顿时绽放出“赛博烟花”，带来
一派璀璨奇幻：沸腾火锅里跳出巨大辣椒，中欧班
列穿越时空隧道，山茶花、新春灯笼等接连登场，
用硬核科技演绎中国浪漫。

点亮夜空的“赛博烟花”，是一种以无人机编
队为载体、融合科技与艺术的新型表演形式。而
这些“空中演员”，来自广东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
有限公司。

距离舞台仅50厘米的低空中，无人机编队整
齐悬停，与舞台融为一体。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卫
星导航定位、RTK技术(一种卫星定位测量方法)
等，该公司的无人机编队已具备毫米级定位能力。

天上几分钟，台下几年功。让千百架无人机
同时起飞、半空稳定悬停、有序排列，可不是件容
易事。

“第一次表演是在 2016 年，80 架无人机在空
中平铺，切换展示不同的图案和文字。”大漠大智
控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覃海群回忆，当时公司
成立不久，无人机编队表演行业也尚不成熟。这
次表演的成功，让团队看到这一新兴市场的潜力。

从80架、3000架，到1万多架；从平铺闪灯、图
文切换，到三维立体造型、动态丝滑变化……几年
过去，无人机表演的进化轨迹在空中舞台清晰可
见。这背后，是技术团队一路破解难题。

2020年在珠海表演时，3051架无人机铺满球
场，起飞前需要 100 多人一架架手动摆放、对齐，

“像插秧一样，费时又费力。”覃海群介绍，高昂的
人力成本不可持续，走向海外市场，也必须解决这
个问题。

由此催生的“箱起箱落”技术，省时省钱又省
力：每个箱体承载 12 架无人机，只需现场打开铺
好，表演时，可以实现一键起飞、结束后自动归位。

2024 年 9 月，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在深
圳湾举行无人机表演，凭借 10197 架无人机创造
了“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
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两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对比几年前在珠海的表演，无人机数量增
至 3 倍多，布场人力却减少一半，所需场地面积
也大幅缩减。

此外，机群起飞要求地形平整划一，高度差会
影响表演效果，甚至可能发生碰撞，因此需要单独
调整每架无人机的数据。技术团队创新了绝对海
拔高度定位方案，克服了地形制约。航线规划算
法也不断迭代，原本需要半小时的路径计算时长
被压缩到3分钟，效率提升了10倍。

“每一架无人机都相当于一个演员。坚实的
技术支持，为我们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大漠大
智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斌说，依托日益坚
实的技术底座，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一次次起

落中得以实现。
在广东珠海的一场表演中，天宫一号、北斗卫

星系统、中国空间站等“大国重器”以昂扬姿态屹
立夜空，辉映航天梦；在北京古北水镇，无人机牵
引着孔明灯缓缓起飞，带着人们的美好愿景升空，
与地面灯火交织出一幅梦幻画卷……

如今，该公司国内国际市场邀约不断，产品远
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订单量快速增长。近
年来，我国的无人机编队表演飞速发展，“赛博烟
花”走出国门，惊艳世界。

“我们不断挖掘提炼新的文化符号并融入设
计，寻找科技与艺术的平衡点。”该公司艺术设计
部部长彭灵介绍，无人机表演要坚持“内容为王”，
让艺术创作“飞”向科技美学新维度。

如今，无人机表演的艺术表达已超越了单纯
的视觉震撼。业界正积极尝试与音乐、舞蹈、戏剧
等跨界互动，用多元融合的表演形式，营造身临其
境的沉浸感。科技遇见文化，创新拥抱传统。夜
幕下的无人机终将返航，而定格苍穹的文化符号，
将化作观众共同的美好记忆。

“未来，我们希望能邀请全球各地艺术家共同
创作，不断丰富作品的文化内涵。”在刘汉斌的构
想中，无人机集群还将进一步打破传统舞台的界
限，应用于智能亮化、文娱活动等更多领域，飞向
更广阔的天地。

以无人机编队为载体 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

“赛博烟花”绽放中国式浪漫
吕绍刚

近日，春节档期，国产动画电影在全
国各地掀起观影热潮，极大地振奋了中国
电影从业者和观众对国产动画电影的信
心。近年来，“国漫”力作频出，叫好又叫
座，不仅展示了国产动画在工业美学上的
巨大成就，也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
轻化表达的广阔前景。

青年群体是动画电影的忠实观众。当
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
深刻的认同，又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对时
代的发展变化有着更敏锐的感知。以传
统文化为取材来源的国产动画，必须考虑
年轻观众的消费特征和审美需求。《大圣
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哪
吒之魔童闹海》等一系列优秀国产动画，
这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故事内容上，这些电影贴近年轻人
的生活，以更加年轻化的视角表达对现实
的观照。《新神榜：杨戬》通过众多在权势
更迭中无声无息牺牲的女子形象，质疑了
父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公平境遇；《深海》描
绘一个敏感、内向的普通女孩，通过深海
奇幻之旅奋力冲破心结束缚的过程，探讨
聚焦原生家庭创伤、青少年心理健康等社
会热点问题，富于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
感。这些动画的人物多以青少年为主，通
过他们在内外环境下压力下成长的故事，
表达年轻人对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极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在内涵的开拓上，这些电影从传统文
化中生发出了更有时代感和普世性的价
值观。当代年轻人多具有追求平等、张扬

个性和反对刻板规训的心理特质。《青蛇：
劫起》巧妙引用“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
问是劫是缘”的诗句，表达当代年轻人追
求真情的勇气和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我命由我不由
天”，喊出了被成见和陈规旧俗压抑却偏
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
的心声。

在视觉效果上，优秀的动画电影无不
注重用现代科技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影
像升级，在技术与艺术之间找到完美的平
衡。当代年轻人对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的国风动画抱有较高期待。《哪吒之
魔童闹海》顺应这种心理，一方面吸收云
纹、泼墨等传统美术技法和上场诗、绕口
令等汉语特有的语言形式，展现了浓郁的
东方美学特色，另一方面用大量特效镜头
营造了洁白无瑕的玉虚宫、凄惨压抑的海
底炼狱、气势恢宏的“洪流对战”等场景，
以神话美与科技美兼具的“新神话世界”，
赢得了年轻观众的口碑。

在角色视觉形象的设计上，国产动画
电影也更加注重迎合年轻人求新求异、丰
富多元的审美取向。“白蛇”系列中的青蛇
以“美少女战神”的形象出现，发辫高束，
目光凌厉，短装皮裤，是年轻观众心中敢
爱敢恨、独立不羁的“大女主”的具象化。

“哪吒”系列中的哪吒，以黑眼圈、鲨鱼齿
的形象，撕下了传统英雄的完美标签；石
矶娘娘丰硕的形体、粗糙的肌肤，破除了

“白瘦幼”的容貌偏见，体现了年轻人更加
宽容的审美标准和自信乐观的心态。

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非一朝一夕之
功，未来属于年轻人。在深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与年轻人的对话，打
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作品，当是国产动画
从“爆款”走向“标杆”，进行全球化传播的
应有之义。

“国漫”何以崛起
吕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