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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舞台，领略江山如画

“青绿”与“白鹭”雅韵舞动
一个舞台，领略江山如画

“青绿”与“白鹭”雅韵舞动

晚上10点，回到休息室的骆文博也

长出了一口气。

开幕式《携手同行》篇章中，那段让

许多人感慨“美到流泪”的舞蹈，正是

由骆文博一身“羽衣”，饰演“白鹭”灵

动穿梭在璀璨星河间，表达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大爱。

在短短 12 秒时间里，她要提着厚

重的裙子，一路小跑，精准无误地抵达

场地点位。最难的是，当时全场黑灯，

还要迎着前一个节目刚下场的几百号

演员逆向而行。

在黑暗中往前穿行时，骆文博脑

海中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可以。终

于，灯光一亮，华彩万千，“白鹭”终于在

亚运的舞台上展翅高飞，向全世界展示

了属于中国舞者的风采。

细心的观众可能还记得杭州 G20 峰

会上惊艳的双人舞表演，骆文博就是舞者

之一，这位中国优秀青年舞蹈家、北京歌剧

舞剧院首席，还曾 3 次担任央视春晚领舞，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国脸舞者”。

尽管已经演过数不清的舞剧，但站在剧场

舞台和亚运盛会的体育场中央，骆文博坦言：

“还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首先，像“莲花”这样的体育场实在太大了，光

地面上纵向的点位就有一百多个，而且必须“指哪里

打哪里”，走错一个都不行。

最重要的是，节目本身只有3分多钟，舞者上场那一刹

那，就必须是最佳状态。

所以，开幕式当天，骆文博从下午 1 点就开始练功，活动

四肢。等到身体状态唤醒得差不多了，她拿起手机，开始看最

近一次的彩排录像，捕捉情感上的“预热”：“如果作品真的好，自

己也会被打动。上台后，观众也会被感染。”

下午1点开始准备
唤醒惊艳的“白鹭”

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中，一点青绿在

游动。仿佛有人从《千里江山图》里取了

一抹色彩，点在了《富春山居图》上。

这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的

第一个节目《水墨入诗画》。

那一点宋韵青绿山水，是舞蹈演员

李倩穿着裙子在起舞。她如此轻盈飘

逸，让人很难想象，那条 5 米多长裙摆的

裙子，重达100多斤。

李倩不缺舞台经验。9 岁开始学舞

蹈，从事舞蹈艺术 20 多年，大大小小的

舞台，李倩可谓身经百战，更不是第一次

与体育赛事结缘。16岁的她就登上了央

视春晚的舞台，此后一直是春晚常客。

2004 年，在雅典的“北京八分钟”里，她

一身白衣、一根红绸，把北京奥运会会徽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的热情和欢乐

展现给世界。

然而昨天，在等待亚运会开幕式灯

光亮起的几个小时里，她还是觉得“紧

张、压力大”。

紧张不是因为舞蹈本身——在过去

的两个月里，每天排演到凌晨，从导演组

到演员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段几

分钟的舞蹈动作已经成为李倩的肌肉记

忆。让这位资深舞蹈家紧张的有两点：

与服装、与地屏的配合。

100 多斤、5 米多长，李倩从没穿过

这么“大”的衣服。第一次穿上这条裙子

时，李倩根本舞不起来，随后进行了调

整，一是给裙子安装了几个万向轮，二是

调整了部分舞蹈动作。

尽管安装了轮子，裙子的重力、摩擦

力依然不容忽视。李倩移动的时候裙子

会往下拉她，李倩停下的

时候裙子会因为惯性继续

往前，做一个左右转身的动

作都有牵引力。一个失误没

站稳，就会摔在地上，这对表演

者的要求极高。

另 一 个 难 点 是 地 屏 的 配

合。杭州奥体中心舞台之大，超

过了过往任何一个舞台，5 米多长

的裙子，望去也不过是一个小点。

在以往的小舞台上，演员可以根据

标记、柱子、座椅确认自己的位置，

而这样的大舞台，确定点位困难得

多。再加上舞台本身是巨大的显示

屏，地屏亮起来，识别的难度又增

加。

好在夜色降临时，天公作美，雨

停住了，李倩心里的忐忑也渐渐消

退。晚上8点，开幕式正式开始。

一点丹青将时光拉回千年前，

地屏上展开一个山水画里的中

国。李倩拖着 100 多斤的裙子走

在舞台中央，一抹青绿的亮色徐

徐移动，将中国的舞蹈、绘画、音

乐等艺术，将中国的传统与现

代，展示在了全世界面前。

走下舞台，李倩心里一块

石头落地。对李倩来说，从

19 年前雅典的“北京八分

钟”到今天杭州的“潮起亚

细亚”，能在这样的国际

大舞台上展示中国艺

术之美，都是人生的

历史性时刻。

水墨诗画中
那一抹“重重”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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