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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揭晓

“真的是我吗？当时太紧张了，
甚至不太确定那是自己的声音！”或
许大家不知道，历经层层选拔、前前
后后录了数次小样和成品的李宸希，
也是在歌声传来的那一刻，揭晓了这
份足足期盼了近两个月的答案——开
幕式选用了他演唱的版本。

“去年12月，我在上海演出音乐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得知自己
有机会参与演唱选拔，立刻找了一间
录音棚录制了小样发回去。等经过初
选再录时，我已回到北京，又相继录
了两次，并最终录制了成品、签署了
保密协议。”

但成品是否被选用仍是未知数，
最终还要等国际奥委会和约翰·列侬
的遗孀小野洋子听完，他们的意见也
很重要。

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的过程。
“直到开幕式当天我也不确定，甚至
不知道这首歌在哪个环节出现，更不
知道会不会用我的声音。”当晚，他
早早地打开电视，和朋友们一起守
候。等运动员入场后，他们更是目不
转睛地紧紧盯着电视机。

当《Imagine》的第一句歌词响
起时，李宸希的朋友们先欢呼了
起来。

“是你，是你！”他们呼喊着，似
乎比他还了解自己的声音。而此时的

李宸希显然有些懵，“我很想和朋友
们说，你们先不要欢呼，让我再听一
听！”

直到认证确定的那一刻，他激动
和兴奋的心情无以复加。“我第一时
间打给爸妈，让他们赶快打开电视，
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是他们的儿子唱
的！”李宸希说。

51年传唱

《Imagine》 这首歌被 《滚石》
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的 500首歌
曲”之一，它曾多次亮相世界盛会，
是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等多届奥
运会上的保留曲目。

“各个国家都有非常厉害的甚至
是国宝级的歌手去演唱这个作品，如
今有这样的机会，我只想尽全力地、
发自内心地把这首歌诠释好。”李宸
希说，不知是否是自己的真诚打动了

“评审”，“每一句歌词，我都在用心
去唱，希望把它最原本的意思传递出
来，用最真诚的语气去表达这首歌。”

他用心揣摩着歌词中对于和平的
向往。歌词中说，希望没有战争、死
亡、杀戮、牺牲，希望人们生活在爱
与和平的世界里。连接到当下，这首
歌其实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诠释了奥林匹克格言“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李宸希对此不无感慨：“这首歌于
1971年发行，51年的时间，不同场
合、不同的人依然在传唱，这不正是音

乐的力量吗？音乐不分国界和种族，所
传达的情感是共通的。只要用心地、真
诚地去演唱，不论是哪种语言，所有人
都会感知到它背后的力量。”

追梦路上

“你可能会说我在做梦，但我不
是唯一的一个。”《Imagine》当中的
这句歌词，印证的同样是李宸希的心
路历程，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乐坛新生
代，一直都在追梦的路上。

“我出生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
区清河镇西姜村，从小喜欢唱歌，
但没有机会系统专业地学习。父母
的观念很质朴，希望我能上个好大
学，找份稳定的工作，以后做老师
或者医生。”大学时，李宸希如父母
期盼地，考上了吉林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按照既定路
线，他未来会从事一些医学相关的
工作。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热
爱音乐。大学期间，他坚持去酒吧驻
唱。“既能锻炼自己，也能赚些生活
费，充实而又开心。”或许上天眷顾
努力的人，临毕业前的一次比赛，彻
底改写了他的人生。

“当时，《一唱成名》网络选秀比
赛举行，我只身到北京参赛，取得了
全国第四名的成绩，赢得了10万多
元的奖金。”对当时尚未步入社会的
大学生而言，这个数字可谓天价，而
更令他兴奋地是，自己的歌声得到了

认可，李宸希决心毕业后到北京闯
一闯。

音乐“北漂”，一般都是从后海
开始逐梦的。满怀热情的他，却连
连吃到了闭门羹：后海驻唱歌手有门
槛，至少会一门乐器，能吉他弹唱或
钢琴伴唱。被泼了冷水的李宸希依旧
不灰心，他从零开始，买把吉他学弹
唱，到入门后能去酒吧驻唱，一唱又
是两年多。直到一家音乐公司慧眼
识珠，成为他的伯乐，这位稳扎稳
打的青年人，才有了专业性的音乐
规划。

“2018年，我作为观众现场参加了
《声入人心》的录制，也第一次感受到
了音乐剧的魅力，唱功与演技兼修，
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于是，追梦的李
宸希又出发了。2020年底，他第一次
登上音乐剧的舞台，以一部《灵魂摆
渡之永生》惊艳全场。之后的他一发
不可收拾，《隐秘的角落》 中的叶警
官、中文版《水曜日》中的二哥Her-
man，中文版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
的罗密欧……

李宸希时常在想，从医学到音
乐，这场“跨界”冥冥中又有着切不
断的缘分。

“医学是为了人的身体健康，音乐
则是帮助人的心灵洗礼。无论是冬奥
会上的演唱，还是音乐剧的演绎，我
都希望让更多的人享受音乐。我的未
来还很长，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努力发
光的我，去感受音乐的美妙与力量！”
李宸希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Imagine》演唱者李宸希：

听，音乐的力量！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由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
清、佟健领衔主演、众多花滑小队员
参与表演的原创冰上舞蹈 《WE
ARE ONE》，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上演，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添彩助
力。

“这届冬奥会能够在家门口举办
是所有冰雪人的梦想。”怀揣深厚冰
雪情结的庞清说，早在 2021 年 5
月，他们夫妻二人就琢磨着要为即将
到来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做点什
么。“我们现在不能再站到奥运的赛
场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可以在场
下以体育和文艺结合的方式，让更多
普通人感受到冰舞的魅力，爱上冰雪
运动。”佟健说。在创作剧本时，如
何将“一起向未来”“和而不同 斗
而不破”的冬奥愿景和体育精神，通
过普通人看得懂的方式演绎出来是最
具挑战性的。

冰 舞 剧 《WE ARE ONE》
围绕“传承与希望”主题进行创排，
以中国花滑界真实发生的故事为原
型，进行艺术化创作。庞清、佟健作
为教练员，率领37名热爱花滑的青
少年演绎了一场大型赛事赛前选拔的
场景。队员之间既是朋友，又是竞争
对手，他们会因为搭档产生摩擦，又
会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磨合，展现出

冰雪人不断挑战自我、奋勇争先、不
轻言放弃的拼搏精神。

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老师，
我想告诉您我害怕什么，我害怕离开
冰场，我害怕离开队伍”，这是一位
花滑小将说的。这句话所诠释的就是
这部剧的核心理念——一家人。佟健
说：“‘一起向未来’是今年冬奥会
的口号，我对它的解读是让体育把人
与人联系起来，这是家的概念。其实
我们花滑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以中国

花滑运动员的故事为切口，既能与赛
场上的运动员遥相呼应，也可以让大
众对冰舞文化有更多了解。”

传统的冰舞演出往往只是声光电
的融合，将戏剧加入进去，不仅对花
滑运动员的技术有要求，也对其表演
能力带来考验，从体育馆走进剧场，
这种形式没有先例可循，其中难度不
言而喻。但 《WE ARE ONE》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最终呈现
出来的效果还算不错，这次演出并不

是商业性质的，到后面几乎一票难求，
观众的反响也很热烈，很多孩子和家长
看完都萌生了要学滑冰的想法。让孩子
们参与演出感染更多孩子加入冰雪运
动，这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佟健说。

这次的冰舞剧圆满成功，也是庞
清、佟健对中国体育市场化的一个新尝
试。从2003年起，二人就时常到国外
参加冰舞演出，深谙国际体育市场化运
作情况，二人在退役后成立了庞清佟健
艺术中心，一方面为中国体育人才职业
化培养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大力推广体
育文化。

近日上演的冰舞剧是庞清佟健艺术
中心文化演出的一部分内容。佟健说：

“只有更多普通人接触到花滑，才可能
让社会对冰雪体育文化的认知发生改
变，进而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促
进体育市场化。”文化演出的辐射面
广，影响力大，利用这一点，艺术中心
近年来曾到各个城市进行冰上秀巡回演
出，此前尝试制作的校园冰上剧也取得
了很好的反响。

“ 《WE ARE ONE》 是我们
针对冰上剧做出的新突破，目前已经接
到了很多城市的演出邀约，我们正在计
划进行全国巡演，后续也将继续推出更
多优秀的冰上舞剧推广冰雪文化。”佟
健说。

冰上舞剧《WE ARE ONE》：

冰雪运动下沉的新尝试
本报实习生 李婷

北京冬奥赛事如火如荼，中国队的奥运健儿在
多项比赛中斩获佳绩，冰雪运动的魅力完美地呈现
在大众面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借着冬奥会的
东风走进冰雪场馆，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与“一跳成名”的冬奥场馆首钢“大跳台”相
隔不远处，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市民冰雪体育中心正
成为市民亲密接触冰上项目的家门口场馆。

15日，记者掐着开馆的时间走进场馆，冰场
上已满是滑冰爱好者的身影了。“2月4日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之后，场馆每天都是爆满，能明显感觉到
喜欢滑冰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人员王栩睿说，“现
在每天接待的访客将近600人次。”

驻足A区的滑冰训练区，一位小姑娘在冰面上
轻盈滑行，时不时还在冰上来个跳跃或翻转。外场
一位女士不时给女孩一个赞的手势。

“这是您女儿吗？滑得真好。”
“是我五岁的女儿小美，学花滑有一年了，现

在每周来上三次课。”小美的妈妈马女士和记者聊
了起来。

不一会儿，小美踩着冰刀走出了冰场。顾不上
换鞋，她就迫不及待地跟妈妈分享今天训练的成
果：“教练夸我滑得很好，六岁的小朋友才能练习
两周跳，我现在就学会了！”

当记者问到小美有没有自己的花滑偶像时，她
回答得极其神速：“我想学俄罗斯特鲁索娃的蟹
步，她能在冰面上下腰！还有日本的羽生结弦也滑
得特别漂亮。”虽然年纪还小，但说起来喜欢的奥
运选手，小美如数家珍。“我一定要好好训练，将
来在冬奥会上代表中国表演花样滑冰！”小美憧憬
地说。

宋晓旭是滑冰馆的教练，他正在场馆的空地上
带孩子们练习花滑的基本功。“除了接待市民散滑
外，我们还开设了滑冰课程，提供专业的滑冰动作
指导。”宋教练边说边细致地为小学员调整着动
作，学员们的年龄从4岁到16岁不等。下午两点
的课程结束后，宋教练还要赶去指导下一个教学
班，课程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他说，自从冬奥以来有很多的家长都送孩子
来练花滑，他的工作比以往忙了不少，花样滑冰作为一项重要的冰上体育项
目也被更多的人熟知。

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建成于2017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气膜冰场馆群，
膜式室内冰场的建筑结构没有廊柱，便于开展体育运动。市民冰雪体育中心
内部包括两块1800平米的冰场，用于花滑、速滑、冰球和冰壶运动。“我们
的冰场采用的是奥林匹克标准冰，整个场馆内都覆盖了新风系统，空气质量
很高。而且中心全年运营，即使是夏天民众也可以来这里进行冰上运动。”
场馆工作人员指着场馆B区说，“那边是用于冰球训练的竞赛区，承办过多
场专业的冰上赛事。目前，石景山区与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展开深度合作，这
里也成为全区中小学生普及冰雪运动基地。”

记者了解到，很多市民是受该场馆标准化的冰场铺设、现代化的运动器
材吸引慕名而来的。

臧胤喆是建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们一家就是听说这里冰场条件很
好，想来尝试一下。“这次的滑冰体验很棒，场馆的空间也很大，一个半小
时收费100元，爸爸妈妈说，价格也很亲民，我打算以后每周都来。”臧胤
喆说。

冬奥会吹响了全民冰雪的号角，点燃了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市民
冰雪体育中心正是大众积极参与冰雪运动盛况的缩影。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加
紧建设冰雪场馆，为全民冰雪提供运动场所。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调查报
告，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已达到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到24.56%，我
国在申奥时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任务超额完成。冰雪运动从
小众竞技运动变成了真正的大众时尚生活方式，全民冰雪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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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吉祥
物“冰墩墩”一墩难求后，更多的
冬奥特许商品进入人们的视线。

从展现空中跳跃姿态的单板滑
雪，到动感十足的自由式滑雪，再
到姿态优美的花样滑冰，以及动静
结合的“冬季两项”等，雕塑家章
华创作的 5款冬奥题材雕塑作品
《飞翔》《翱翔》《心在飞翔》《腾
飞》《弹无虚发》，在突出冰雪主
题、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把弘扬
中华文化的理念贯穿始终，让国内
外消费者爱不释手。

作为北京冬奥会第一款铜质雕
塑类特许商品的创作者，章华对这
些作品有很多期许：“一方面，通
过雕塑类特许产品生动形象地记录
下多姿多彩的冰雪运动及其中的精
神内蕴；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雕
塑艺术，更多地宣传奥林匹克精
神，让大家一起为北京冬奥会呐喊
助威、增光添彩。”

章华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体育
题材为主要创作对象的雕塑艺术
家，他的作品总能将运动健儿的力
与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5年 7月31日，北京携手
张家口申办 2022年冬奥会成功，
章华更是激动得彻夜难眠。此后，
他把艺术创作的重点全部放到了冬
奥题材上。

说起和冬奥的缘分，还得从章华
的童年说起。1964年，他出生在张
家口康保县。“那时候冬天非常寒
冷，小伙伴们就在一起堆雪人、打雪
仗，自己绑冰车、做雪板。”章华的
母亲剪得一手好窗花，这在无形之中
成了他的艺术启蒙。一团泥巴、一块
莜面，到了章华手里，很快就变成了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小摆件。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玩具，能看到的艺
术书籍更是少之又少，章华最大的乐
趣就是看连环画，他在纸上反复临摹
连环画上的人物，不知不觉中埋下了
艺术的种子。

随着冬奥会开幕，章华每天都在
关注冬奥会的各项精彩赛事，电视
上、网络上有了好的比赛视频画面，
他都迅速截屏下来保存，以此激发创
作灵感。他告诉记者说：“冬奥给了
我更多的灵感，我还要不断去创作，
留下更多运动员的难忘瞬间，用打动
人心的作品传播奥运精神。”

“奥林匹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
一种源于内心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采访最后，章华引用了现代奥林匹克
之父顾拜旦的言论表达着自己的想
法，“我要以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
为文化的桥梁，通过精妙的设计、多
彩的形式，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和‘双
奥之城’的特色，促进奥林匹克精神
及文化的传承。”

特许商品创作者章华：

用雕塑传播奥运精神
文/图本报记者 田福良

“想像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和
平宁静之中。你可能会说我在做梦，
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加入我们，到那时世界将会大同
……”在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
上，他深情纯净的歌声响彻鸟巢上
空，似声声真挚的呼唤，传递出爱与
和平，温暖而又震撼地击中了无数聆
听者的心灵。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的他也难掩
激动，甚至现在想起这一幕，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Imagine》演唱者、音
乐剧演员李宸希仍感觉像做梦一样。
他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有生之
年，荣幸之至。”短短8个字，道出
了他的无尽心声。

“能在北京这个全球唯一的‘双
奥之城’，演唱约翰·列侬这首奥运
会的经典曲目，是难得的机遇！以自
己最热爱的音乐为名，结缘奥运、传
递力量，更是特别的荣誉！”李宸希
笑着说，“光宗耀祖了！”

雕塑家章华创作的5款冬奥题材雕塑作品 《飞翔》《翱翔》《心在飞翔》
《腾飞》《弹无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