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分多钟，少林拳、十八般兵器悉数登场，其中14秒的棍术表演更是充分展示了少林棍的精髓。
《威武少林》为塔沟武校表演者赢得热烈掌声。“小伙子们表现得非常好，又一次将我们中原武术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很值。”塔沟武校总教练刘海科略显疲惫的声音中透着欣慰。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苏瑜

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教
师马建超以及其学生张梦羽昕，
正是这个节目的领演者，1000人
尤其是他俩出神入化的展演更是
激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热烈掌
声。提起马建超，圈内人都知道
这位“太极王子”功夫了得，太极
拳与他早已融为一体，尽管他的

风采早已闪耀国内外赛场，但是
作为演员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上
亮相还是头一回。

“我自己就是郑州人，能在家
门口参与这次盛会表演太极拳，
我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也非常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马建超兴
奋地说。

由200人表演的棍术，真正的表演时间只
有 14秒。棍乃“百兵之祖”，更是少林武术最
重要的部分，“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广为流
传。点、捣、劈、扫、撩……看似简单的少林棍，
却是变化无穷。

为了能在这短短14秒内把少林棍的精髓

充分展示出来，200名棍术演员酷暑高温下每
天排练 10个小时，每人手上都被棍子不同程
度地磨出水泡，几天下来就是一层老茧。

“排练中不断有棍子摔断，有的队员一天甚
至都能摔断3根。整个练下来，光摔断的白蜡
杆恐怕都得上千根。”塔沟武校教练袁志超说。

“力量太小不行，如果摔到地面上没有声
音，怎么能体现出少林棍的威力？”16岁的小演
员金敬飞这样解释为什么频频会“断棍”的原
因。而在用力摔棍的同时，手也不可避免会碰到
地面。“不疼，不疼……”小伙子这么说的时候，手
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是第一次在中
部城市举行，河南是少数
民族散居区，这对我们的
策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因为很多少数民族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民族
文化，比如说饮酒、迎宾
仪式、敬酒歌等特别的风
俗，观赏性很强。”本届运
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丁
伟坦言，最初在策划开幕
式的时候，除了要表现各
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
人情，河南部分的呈现对
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
谈起第二篇章——出

彩河南的创意，丁伟诠释
说，黄河流经很多省份，
从我们中原大地上流过
时，与经过其他省份的流
淌的方式已经大不一样
了，这是历经波折过后的
一种平和状态，也暗合了
我们这一篇章的“和”主
题，“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的演出中，选择了一个缓
缓的、厚重的、流淌的一
条黄河形象，而不是像山
西的壶口瀑布那样的汹
涌澎湃”。

和合太极
刚柔并济、行云流水……一个人打太极拳演绎出的

阴柔和阳刚之势，令人赏心悦目；一千个人同打太极拳呈
现出的则是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磅礴。《和合太极》节目表
演现场，千人同打太极拳，变换出的太极图造型令人叹为
观止。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凯 翟宝宽

“这次的表演与我之前不太一
样，因为我和张梦羽昕要分别站在
两个可以滑动的台子上，代表阴阳
两极，在表演过程中下面的演员会
推着台子走动，因此我是在一个动
态的环境下完成这项表演，对我来
说也是不小的挑战。经过不断努
力练习，我们还是很成功地完成了
这项表演，所以说非常开心，没辜
负大家的期望！”开幕式后，马建超
与记者分享表演后的心情。

“7月份我们接到了要参加本
届民族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的任

务，前期我们是在塔沟武校进行
排练，由于节目排摆造型难度大，
我们每天的训练量很大，从早上8
点练到晚上12点是常有的事儿。”
张梦羽昕说。

“这次在郑州举行的全国民
族运动会不但是一场全国各民族
大团结的盛会，而且还是为新中
国七十华诞献礼，太极拳是我们
河南的名片之一，我是一名太极
拳运动员，又参与太极拳节目的
表演，我荣幸至极！”马建超再一
次表达了激动的心情。

师徒领演 千人同舞太极拳

完美呈现 挑战成功非常开心

开闭幕式总导演丁伟：

郑州是一个
让人刮目相看的城市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王文捷）
“我来自贵州，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对
中原了解得不深入，这次有了一个很好的
机会去了解河南厚重的历史，尤其是让人
惊叹的太极、让人难以忘怀的少林，非常出
彩。”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丁伟说。

丁伟，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曾担任第
三届、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总导演，第九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等国内诸多少
数民族和其他大型活动总导演。

丁伟说，他在 2004年
的时候来过郑州，那时候
郑东新区刚刚在建，有一
些还在规划当中。“中间有
十几年没有再来过，这次
来真有点认不出来了，我
觉得非常漂亮，郑东新区
真的让我很震撼——很好
的城市建筑，非常优美的
绿化，良好的氛围，郑州
确实是一个让人刮目相
看的新兴城市。”

丁伟笑言，让他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郑州之
大”，之前在郑州的各个学
校排练，每一个地方都要
开车 40分钟或者是 50分
钟，有的甚至要一个多小
时。“大郑州真的是非常了
不起，让我非常感叹、非常
震撼。”

说起排练，丁伟认为，
这次和他以往做过的民族

运动会、文艺会演相比，让
他难忘、感叹的事情太多
了。

“郑州这些学校的孩
子们非常好，一是身体好，
我看到很多十八岁、十九岁
的孩子非常高大、健康，也
有很好的敏捷度，二是他们
的文化素质普遍也很高，这
反映出中原地区教育的重
视和优势。”

“还有最让我感动的
一点是，他们每天都要
工作到凌晨一点到两
点，但是这些孩子从来
没有发出过一句怨言。
在 9月份开学以后，很多
孩子在楼道里、在休息
室里复习功课，也有很
多孩子在席地而睡时身
上盖的就是课本，他们
的这些行为很让人感
动，我觉得非常好。”

奋进郑州 让人非常震撼

出彩河南 以“和”为主题

威武少林

7月中旬接到演出任务后，塔沟武校抽调
精干力量投入到排练当中。

时间紧，节目多，为了保证训练时间，学
校将参演师生安排在四个场地同时排练。
正值三伏酷暑，为了保证进度，每天排练分
为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四个时间段，累计
排练时间超过 10个小时。上午 10点前结

束，下午 4点之后再开始，以避开最热时间
段。即便是这样，每天练完，演员们的衣服
都“能拧出水来”。

进入 8月，参演师生陆续进入郑州奥体
中心现场排练，逐步适应灯光、音响、舞美等
带来的视觉差别，这期间要克服夜间快速跑
点位、动作规范到位、千人表演整齐划一等

演出难题。从上午到晚上，数次走场演练之
后，再乘坐大巴返回登封，已经是深夜。第
二天一大早，演员们又在教练的催促声中，
投入训练，根据导演组的要求一遍遍修改。
就是这样，随着时间推移，节目一次比一次
“漂亮”，最终实现了在数万观众面前的惊艳
亮相。

14秒棍术：200人每天10小时苦练

两个月排演：少林雄风再次征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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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源远流长 太极少林名动天下

出彩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