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带着“夜壶”到高空中训练
他们平均每5天就磨坏一双田径鞋
他们用过的钢丝能从广州到北京

帆屏上的灯光大
亮，悬在空中的 180 名
演员倚在显示屏上冲着
观众挥手，在他们下面
78 米的地面上，1400 多
名地面操作手则用欢呼
声和笑脸向观众致意。
看台上再度爆发出巨大
的掌声、欢呼声和尖叫
声。在过去的8分半钟
时间内，这样的声音已
经在海心沙的上空出现
过多次，跷跷板、笑脸、
鲜花、海燕、雄鹰、山峰、
波浪……观众所看到一
幅幅再平常不过的图案
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

“不平常”，所有图案全
部是在高空的演员用
人体组合起来的，“白
云之帆”，一个世界广
场表演艺术的新纪录就
此震撼而出。亚运会开
幕式总导演陈维亚曾经
说，如果看了这个节目
的观众只有鼓掌，没有
尖叫声，那么这个节目
就算失败。现在，他显
然成功了。

节目构思很震撼
总导演最先想到的是“塔沟”

在开幕式现场主席台的对面，竖立着四座高达 78米
的LED显示屏，这是整个开幕式的核心。开幕式的主题
是“起航”，四座显示屏就是海心沙这艘大船的“帆”。演
员们给屏幕起了一个新名字——帆屏。“白云之帆”就是
依托这四座“帆屏”进行的表演，8分多钟的时间内，180多
名演员在地面1400多名操作手的配合下在空中要组合成
海燕、雄鹰、跷跷板、笑脸、山峰等30多种图案。

这个节目的创意来自于英国舞美设计师马克·费
舍尔，他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个大地球的创意
者。“这样的空中表演，无论是高度、人数，还是难度，

都是历史之最，堪称是广场艺术的一次革命。”开幕式总
导演陈维亚说。

这样的节目交给谁去完成？陈维亚首先想到的就是
塔沟武校，不仅因为这个学校曾经参加了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的开闭幕式演出，更因为他们“犹如军队”一般的管
理和队员“超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比起以往的各种威亚表演，“超越”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登封塔沟教育集团董事长刘海科在接下任务之后说
塔沟武校将完成一次对自身的“伟大超越”。相比河南人
只是自己跟自己比的内敛，开幕式执行导演章东新更加
直接：“这是世界上危险系数最高的节目，同时也是一个
让全世界震撼的前所未有的节目。”

演员层层选
5秒钟得先能做10个俯卧撑

去年 7月 30日，确定下了演出任务。下一步就是遴
选演员，为此塔沟武校在全校两万多名学生中展开了一
场“海选”。

“首先是外形，身高要在1米65到1米7之间，体重要
在 60到 65公斤之间，块头儿太大了，对下面的操作手也
是一种压力，”塔沟武校负责训练的教练李程浩说，“这个
节目对人的体能、力量、柔韧性、协调性、灵敏度都有非常
高的要求，在外形符合之后，首先是体能，5秒钟之内10个
俯卧撑，10个仰卧起坐，这是最低要求。”

过了第一关，就开始“上天”。最初的测试，只是悬
在空中两米的高度，做一些动作，然后逐次升高。

有资格进入空中训练的学员还有300多人，他们接下
来要接受的就是真正的高空考验。一个条件很好，但“到
了 40 多米的时候就不敢往下看”的学员就这样被淘汰
了。“在空中做动作时，我们会突然让地面操作手放松，这
样一段时间内上面的演员就成了自由落体，就像蹦极。”
李程浩说。

经过这样苛刻的、反复的考验，两个月后，终于确定
了 180名空中演员和 25名替补。据说，这些孩子都具备
了在80米的高空连续蹦极超过15分钟的能力。

训练忒艰苦 带着“夜壶”空中训练
能够进入到最后的演出团队的，是幸运的，也是“最

不幸”，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残酷的训练。
在训练中还有这样一个“奇特现象”，高空演员几乎

人手一个“夜壶”带着去训练场。“在广州这边每次上去训
练都有电梯，在学校时都是徒手爬上去的，再加上安全检
查，穿威亚衣，每次的准备时间都有将近一个小时。如果
有人想‘方便’的话，爬上爬下地太费事儿，而且人这么
多，这个完事儿了那个要去，那训练就别搞了。所以学生
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带着‘夜壶’上去，就在上面‘解决问
题。’”李程浩说。

在海心沙的塔沟武校演员宿舍里，随处都能看到一
双双“崭新”的胶底田径鞋，但拿起一看却是“触目惊心”：
鞋底上都是两个大洞。即便是在地面上的操作手，也同
样是个苦差事。因为要不断奔跑和空中的队友配合，平
时训练他们每天的跑动距离在 10公里以上，加上还要经
常急停，鞋子的磨损速度非常快。平均一个人5天就要换
一双鞋，1000多个人，一年多的时间，加起来光鞋子超过
了10万双。因此，刘海科笑言塔沟武校成了鞋厂的“优质
客户”。

而出于安全的考虑，学员身上用的钢丝每使用过五
六次就必须更换。“具体用了多少我没有统计过，但这些
钢丝连起来，怎么也能从广州连到北京。”总导演陈维亚
说。

赢得赞誉 他们现在“很享受”
180名演员，在八块（每个帆屏都分为上下两块）帆屏上摆出不同的图案，同时还要和帆屏

上打出的画面严密配合，而且全部的演出都要做到同步、整齐划一，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电
脑的极限，只能用人工来完成。因为一旦电脑程序出现故障，极有可能出现钢丝被拉断的情
况，那样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这又要求空中演员和地面的1400多名操作手还必须配合极为
默契。

所有的画面都是先拿出草图，征求学生的意见，能不能完成，有没有危险性，学生们认为
“可以做”，才会开始试验和训练。而在空中组成图案的演员，每个人所要到达的位置，都被画
成具体的点位，地面上的操作手必须牢记点位，把相应的队友送到指定的位置。起初是靠喊
口号来确定步伐，再配上音乐，全靠一点儿一点儿琢磨，相互之间的反复交流，才达到了现在
天衣无缝的地步。

从去年7月30日开始到今年7月30日前往广州进行最后的排练，1600多名演员在登封整
整训练了一年，在四季分明的河南，他们是完整地经历了春夏秋冬的煎熬。21岁的演员曹凯
说，冬天是最难过的：“即便是地面上没风，到了上面风也相当大，天冷，就想不断活动，威亚衣
厚，一活动就出汗，一停下来，风再吹，真是冰凉刺骨。”经历了近乎残忍的训练，曹凯说现在每
次表演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从高空俯冲而下，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不但刺激，而且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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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酷热，溪水边小憩
是最好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