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门不冷清的赛场见证青春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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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少有人看过水球比赛，即便
是在电视上。成都大运会的水球赛场
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魅力。

“加油！中国队！”“Defence（防
守）！”这样的助威声在十多天的赛程
中，一直响彻球场。

“这里的氛围很棒，给了我们很多
动力。”中国男队的王贝易第一次经历
这样的比赛。

澳大利亚女队的伊泽贝尔·潘普也
说，她从来没有在这么好的泳池中比过赛。

但与热烈的现场气氛相比，是水球
作为冷门项目的现实。

在赛后的采访中，记者总会好奇问
一句：“在你的国家，水球流行吗？”即便
是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意大利队，也在

遭遇水球参与人数的下降。
“相对来说，水球在意大利有很多

人参与，这从我们的比赛成绩也能看出
来，意大利的俱乐部在努力发展水球运
动。不过，这些年参与的人数还是有所下
降。”意大利男队的朱利安·兰弗兰科说。

在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水球的
参与人数更不乐观。可即便这样，你依
然可以在水球赛场看到青春的倔强和
坚守。

“我想回到日本，做一名基层的水
球教练。”日本男队的守门员木之下步
梦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我热爱
这项运动。”

大运会7场比赛，日本男队仅收获
一胜，作为身高仅有约一米七的守门

员，木之下步梦几乎每一场都要面对比
他高很多的对手的狂轰滥炸，可你从他
的眼神中却丝毫看不出疲惫和胆怯。

同样止步四分之一决赛的中国男
队，在最开始的三场小组赛接连败给对
手，最后带着一丝希望战胜斯洛伐克和
韩国队，获得小组出线权。

“如果不坚持，就不会有胜利。”中
国男队主教练王敏辉说。

“与美国队的比赛，我们在前三节
与对手相持，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
就是要拼一口气。”王贝易说。

也许这就是青春，是拼出来的青
春，也是肩扛责任的青春。

翻看王贝易的朋友圈，能看到他的
许多爱好：摩托车、滑雪、萨克斯、橄榄

球。“但这些都是爱好而已，水球对我来
说是一种责任。”他说。

当被问及毕业之后的打算，德国男
队守门员菲利克斯·本克说：“肯定还是
水球，我想做最好的守门员。”

“毕业后我还会打水球，因为只要是
对的事情，我就会坚持。”兰弗兰科说。

水球比赛是成都大运会赛程最长
的比赛，开始于开幕前一天，结束于闭
幕式当日。但如果看过每一场比赛，就
不难发现，每一场都不枯燥，炙热的青
春早已点燃那里的每个角落。

据新华社

“成都大运会闭幕式，我们承担的
任务是‘欢聚与告别’。我们的定位非
常明确，首先要把‘欢聚’的概念体现出
来，再就是把‘告别’的文章做好。”成都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
将于8月8日晚8点举行，成都大运会闭
幕式总导演甲丁日前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提前揭秘闭幕
式的独特与精彩。

三年打磨颠覆原有创意
“力争给大运会画上圆满的句号”

甲丁曾执导过国家级大型演艺活
动400余场，其中包括国庆60、70周年
天安门广场联欢活动，北京大运会闭幕
式，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APEC）欢迎活动，2015年国际田联世
界田径锦标赛开闭幕式，2019年篮球世
界杯开幕式等二十余场在国内外具有
极大影响力的重大活动，并曾经6次担
任央视春晚总体设计。

谈及成都大运会闭幕式的创作和
构思，甲丁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
开幕式是‘满汉全席’的话，闭幕式就是
一顿‘成都火锅’。”他进一步解释：“如
果说开幕式是大国文化的一种体现，那
闭幕式实际上应该是成都城市文化的
一种彰显，是大家对于成都城市文化和
城市精神的一种认知。”

为了将这种感受融入闭幕式，甲丁
花了三年时间创意、调整、打磨。“我跟
陈维亚导演可能是全球导演行业当中，
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波折的赛事活动的
导演，我们共同面临的难点就是，之前
的创意如何在三年后、用什么样的方式
与观众达成共识，让观众共情？这就需
要我们整个创意思路，不断随着大家的
审美情趣和国际的演艺趋势而调整。”

过去三年，也是甲丁及团队一直在
创作的三年。“一个大型活动光创作就
创作了三年，这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先例
和范例的。我也庆幸，能在这个过程当
中不断修订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所
以，大家将要看到的闭幕式，跟我们三
年前的创意相比，可以说大相径庭，彻
底颠覆了。我们力争呈现一个让成都
人满意的作品，也力求给大运会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让大家觉得期待了三年

然后就此告别是圆满的。”

大型音乐歌舞剧
一场发自内心的欢乐

在甲丁看来，成都大运会是世界青
年人的聚会，“大家共识当中的欢聚就
是欢乐，热歌、热舞。但在我心中，我对
欢乐的解读是从内心感受到的一种自
觉带动起来的投入。”这种内心的欢乐，
并非简单的敲锣打鼓带来的瞬间澎湃，
也非一时被气氛感染产生的投入感和
融入感。

甲丁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让观
众看完闭幕式后，回家路上的脚步是轻

盈的、内心是留痕的。“我们希望大家看
到闭幕式不仅仅是快乐的、高兴的，还
能获得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
是温暖的，是会伴随人一段时间的。”

于是，他将成都大运会闭幕式设定
为一个有情节、有人物、有情感的大型
音乐歌舞剧。“对于闭幕式，我提出了一
个关键词，就是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一般的开闭幕式，就是一个个场景、片
段组成的表演体系。成都大运会闭幕
式不是这样，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破圈’。坚决将以往的国际综合
赛事在开闭幕式上的惯用手段全部规
避，一点不留。”

自设禁区辟新路
打造成都化的作品

在创意执行过程中，甲丁也给自己
设定了很多禁区。“比如地屏，这是全世
界都摆脱不了的‘魔咒’，我们的闭幕式
首先不能有这个东西；第二，不能团体
操化；第三，不能让讲的东西外化到别
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得通过演绎让大家
进入这个场景；第四，画面不能整体化，
甚至不要刻意追求整齐化，必须在个体
的状态中幻化成整体，同时不能平面表
达，要立体表达，制造中、低、高的三个
三维空间去呈现。”

此外，就连闭幕式展示环境都跟以
往在体育场馆举行不同。“我受邀于大
运会组委会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就是我

不在体育场馆做闭幕式。为什么？因
为环境限定了应该去怎么做，而我给自
己的要求是不应该去怎么做。成都当
时答应了，这也是这个城市特别让人值
得称道的，能够让艺术家在这个环境中
放飞想象力和创造力。”

设定诸多禁区之后，也意味着甲丁
把所有能走的路先堵死了，“要再想办
法开辟新路，那是什么路呢？如果闭幕
式在场外举行，就要面临着很多的困
难，比如怎么能够全天候地保证整体的
呈现？因为任何一个舞台上传达的艺
术语言，都要有现在呈现技术的支撑，
这样说出来的语言才有力度。我考察
了很多地方，发现这个东西唯有成都，
唯有成都露天音乐公园，全中国再没有
第二家。”

甲丁自信，成都大运会闭幕式一定
是成都化的、带有成都人基因中特质风
骨的音乐歌舞剧作品。“成都充满了创
新精神，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外化形象上
还是内容设定上，都设法解读人们对于
这座城市的认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一定不是成都，也一定不会被成都人认
可。大家看完一段时间后，仍会想起其
中的某些场面、某个桥段带给自己的某
种感染，那我们这三年的努力就没有白
费，成都给予我们的信任就不会被辜
负。”甲丁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 荀超

成都大运会闭幕式总导演甲丁：

如果开幕式是“满汉全席”，闭幕式就是“成都火锅”

夜幕下的成都露天音乐公园。

甲丁的生动描述，让人对闭幕式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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