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专电（记者
叶锋 周慧敏）17 日，北京残奥会落下
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332名运动
员参加了全部20个大项的比赛，一共
获得金牌 89 枚，银牌 70 枚，铜牌 52
枚，奖牌总数达到 211 枚，位列金牌
榜、奖牌榜双第一。中国体育代表团
执行副团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体育
部主任贾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这一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反
映了中国残疾人体育整体实力的全面
提升。

与雅典残奥会上相比，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的金牌数和
奖牌数分别增加了26枚和70枚，两者
都是中国参加残奥会以来单届最多。

17 日，在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贾勇介绍，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残奥会赛场上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获金牌和
奖牌的数目增加，获奖面拓宽。代表
团所获金牌大项由雅典残奥会的9个
扩大到11个，赛艇、盲人门球、竞速轮
椅等项目都是首次在残奥会上夺金。

二是优势项目继续保持领先地
位。中国残奥运动员在田径、游泳、乒
乓、举重等四个传统优势项目上分别
获得金牌38枚、13枚、13金和9枚，占
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2％。

三是潜优势项目成绩突出，比如
盲人柔道、射箭、轮椅击剑等项目获得
金牌数较上届有较大提高。

四是集体项目整体水平获得重大
突破。除坐式排球女队外，其余的集
体项目队伍均为首次参加残奥会，盲
人门球男女队分获金、银牌，盲人足球

力克群雄，进入决赛并获得银牌。坐
式女排在赛场上发扬了拼搏精神，五
战五胜、成功卫冕。坐式男排也打出
历史最高水平。

五是赛艇等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赛艇组队仅两年，四个项目均进入决
赛，并夺得1枚金牌。田径轮椅竞速队
异军突起，勇夺10枚金牌，并打破9项
世界纪录。马术运动员彭裕连在40多
名参赛选手中获得第六名。帆船、硬地
滚球队虽是首次亮相，也有不俗表现。

贾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在
北京残奥会上取得出色的成绩，得益
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党
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残奥会高水平的
组织工作，媒体关注和全国人民的极
大支持以及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和
体育工作者的真诚奉献。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刘超峰）在
奥运会上失意的河南代表团，却在残
奥会竞技场上打了一次漂亮的翻身
仗。在这次比赛中，代表我省出战的6
名运动员表现出色，给中原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共收获 7 金 2 银 1
铜，取得河南运动员参加历届残奥会
以来最好成绩，尤其是第一次参加比
赛年仅 17 岁的平顶山小将许庆，以 3
金、3 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成为河
南代表团的功臣人物。

许庆现在是平顶山市体育运动学
校高三学生，他是我省唯一一名参加
游泳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在本届残奥
会上，他获得了 50 米蝶泳 S6 级、50 米
自由泳S6级、男子4×50米混合泳接力
金牌和 200 米个人混合泳 SM6 级铜
牌。

郑州市“运动夫妻”任桂香和张岩
表现也很出色，26 岁的任桂香继 9 月
10 日女子乒乓球 F5 单打为河南摘得
首金后，在团体总决赛中，再获一金。

随后，在乒乓球男团 M4-5 级决赛中，
任桂香的丈夫张岩和队友以 1∶3 的
总比分不敌韩国队，获得银牌。而 25
岁的郑州肢残运动员李满洲，在乒乓
球团体决赛中，为河南再添一金。

至此，自从 1988 年汉城残奥会至
今，我省运动员在残奥会上共获金牌
21枚、银牌3枚、铜牌3枚，尤其是本届
残奥会，我省运动员表现出色，超水平
完成各项比赛任务，熠熠生辉的 7 金
正是对他们努力付出的最好奖赏。

尽管难说再见，世上却没有永远的相
聚；尽管不忍分离，天下却没有不散的筵
席……

17日的夜晚，明月东升，秋凉如水，北京
的空气里弥漫着伤感的离别气息。残奥圣
火终于还是熄灭，牵在一起的手终于还得分
开……

过去的这些日子是短暂的，在光阴的隧
道里只不过是转眼之一瞬，在人生的长河中
也不过是几度之晨昏。但是，对于亲身参与
了北京残奥会的人们而言，这些日子，又是
漫长、丰富、厚重的，因为她带给了我们太多
的感动，勾引出我们太多的泪水，留下了我
们太多的回忆。这些日子，将是我们一生的
财富。

4 年一度的残奥盛会，是全球残奥大家
庭成员的珍贵聚会，为了这次相聚，147个国
家和地区的残疾人运动员以及数以千计的
官员和记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魅力
四射的东方古城北京。在这里，世界上最发
达的无障碍设施让人们畅通无阻，世界上最
顶尖的体育场馆供人们纵情表演；在这里，
一切现实生活中的烦恼都暂时抛在一边，包
围着人们的，是节日的快乐，是生命的喜悦。

要感谢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残疾人运
动员们，他们用令人惊叹的体育技能，用令
人不可思议的顽强和勇气，向世人绘织出一
幅幅精美绝伦的体育画卷，展现出生命的尊
严、生命的潜能和生命的奇迹，也播撒下一
粒粒残奥精神的种子。

要感谢所有为残奥会挥洒汗水、倾注心
血的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记者们，还有
以一颗爱心关注着残奥会的无数观众们，有
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筑造起这样一届梦幻
般、童话般的残奥盛会，让人性光辉得以耀
眼的闪烁，让生命之花得以灿烂的绽放。

8 月，我们刚刚经历了奥运会的激情之
旅，随后而至的残奥会既展现了同样的精
彩，同时也让我们有了特殊的情感体验和心
灵感悟，带给我们一次期待许久的生命洗
礼。残奥会，犹如一部书写人性之美的教科
书，我们从中学习、领悟和成长，我们从此更
加成熟、坚韧和勇敢。

过去的这些日子，也如人生的一个缩
影，有过夜雨惊雷，也有过晴空艳阳，有过情
感的碰撞，也有过内心的满足，有过心痛的
泪水，也有过灿烂的笑脸……不管怎样，因
为北京，因为残奥会，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心
心相印，我们手手相牵，共同走过了一段美
好岁月。

那么，就让我们铭记这段日子吧，让这
些刻骨铭心的温暖和感动，陪伴我们去走今
后的茫茫人生路。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专电

昨晚，随着残奥会的圣火徐徐熄
灭，金秋的北京奥运时刻圆满画上成
功的句号。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残奥
会开幕式精彩绝伦的文艺演出轰动了
世界，震惊了全球，赢得了全世界人民
的掌声和赞许。在此期间，河南少林
塔沟武术学校组成最大的演出团队
（演职人员达 5200 余人），全程参与北
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和第十三届残奥
会开幕式、闭幕式大型文艺表演。塔
沟用精彩的演出，毫无悬念地成为奥
运前后大家无法忘记的河南“功臣”。

这次奥运会导演组的主创人员张
艺谋、张继刚、陈维亚三位总导演和制
作总监路健康，对塔沟武校都给予高
度赞扬。总导演张艺谋评价说：“塔沟
武术学校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
式上都担当了重头戏，从开幕式上
2008名学员表演的‘太极’到闭幕式上
的‘弹跳龙’，再到残奥会开幕式上的

《节日》中的 2200 余名小演员，这家民
办武术学校展示出独特的魅力，为两
个奥运同样精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陈维亚则认为，他们将中华武术
元素完美地展现给全世界。而路健康
则认为，民营演出团队将成为未来中
国大型广场表演的主力。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北
京八分钟”表演时，张艺谋就对这所学
校有了深刻印象。当时该校的２８名
学员踩高跷上场，展示了高强的功夫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2008年的奥

运会在北京举行，塔沟武校参加奥运
会的演出也就成为努力奋斗的目标，
于是就向奥组委申请，经过张艺谋和
导演组的多次审查，决定将奥运会和
残奥会开闭幕式上有武术元素的节目
交给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承担。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和排练，
来自塔沟武校的 2008 名武术高手，将
潇洒飘逸、如梦如幻的太极招式融进
少林拳的阳刚，8月8日晚演绎在全世
界面前。这也是奥运会开幕式上，唯
一一个由一家单位承担的大型演出节

目。此后在奥运会闭幕式以及残奥会
开闭幕式上，依然闪烁着少林小子的
身影。这样一个民间武术学校，连续
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亮相，恐怕在世
界上也绝无仅有。

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塔沟武术学
校挑选出 199 名基本功扎实、身材矫
健的青少年，承担了又一项全新的表
演：特制的装有弹簧的一米多高的金
属支架套在脚上，行走自如，翻滚跳
跃，展示出特定的武术动作。传统的
武术内容融会时尚的灯光、道具、音乐

及现代舞蹈动作，构成的艺术形式是
近年来的新门类。

9 月 6 日晚，在残奥会开幕式
上，塔沟武校 2200 名可爱的小演员们
用生动的肢体语言形象地模仿了青
蛙、海鸥、牛、鸭子等四种动物的动作，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宇宙生灵对生命
力的渴望，力争通过顽强的拼搏来实
现人生的价值，感受美好时光。这个
名为《节日》的卡通舞蹈充分体现了生
命的价值和尊严，呼应了残奥会的主
题，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把晚会
推向了高潮。

在人们盘点金牌，为中国奥运健
儿骄傲自豪之余，残奥会闭幕式也隆
重上演，塔沟武校的学员们在残奥会
闭幕式上再次亮相，80 名学员表演的
空中威亚让人看到了“飞”的舒展与优
美，节目《寄往未来的信》在空中向人
们传递爱，这种难度最高、危险性最大
的动作足足让演员们排练了一年。正
如塔沟武校总教练刘海科所说，他们
的表演为学校在奥运会、残奥会的所
有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带着全世界的真情与厚谊，奥运
向我们走来，承载中国人的热情与梦
想，奥运向我们挥手告别。在这聚集
全世界目光的“奥运时刻”，真情真意
的河南塔沟人，用精彩与圆满给世界
交上一份快乐的答卷，书写中原人的
奥运风采，演绎成功的奥运“焦点时
刻”，少林小子用奥运精彩演出让世界
惊叹，在中国版图的中原大地河南，这
些从塔沟走出来的奥运追梦人让世界
永远铭记。 本报北京专电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威峰 文图

铭记这一程
温暖这一生

金牌榜奖牌榜

中国残奥军团双列第一

北京残奥会闭幕式前，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张艺谋回忆自己执导
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时，在感恩的同
时，也骄傲地表示，这四个开闭幕式在奥林匹克历
史上创造了新的“艺术语言”。

新华社记者（以下简称“记”）：北京 2008 年残
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是什么？在直抒胸臆方面，与前
三个开闭幕式有何不同？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北京 2008 年残奥会
闭幕式是“面向未来”这个主题的载体。主创团队
一年前就定下了展现宇宙生命的开幕式的主题，而
闭幕式面向未来的主题与之一气呵成，对残疾人运
动员更有意义。奥运会的开幕式以29个大脚印开
始，并且以画轴贯穿仪式全过程，而残奥会闭幕式则
是以“一封信”作为展开主题。无论是画轴还是信，
在以往的大型活动中，这种关注人类、关注文化内涵
的理念并不多见，脱离了原有的大型晚会的套路。

记：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信”，北京 2008 年残奥
会闭幕式里还有哪些具有文化内涵的标志性内容？

张：具有这样文化元素的细节有很多，比如“鸟
巢”上空将有 60 多万片“红叶”飘落，营造了“红叶

漫天”的情境，体现了人、生命、自然和谐共生的含
义。此外，中秋刚过，闭幕式上也会出现一轮“明
月”，这样的符号是选在闭幕式快结束的时候出现，
体现离情相思，也与“信”的主题结合在一起。在前
三个开闭幕式上广泛使用的烟花今晚也再出新意，
造型是中英文“未来”的烟花将展现给大家，与开幕
式相呼应。

记：作为观众，开幕式的最大谜面是如何点燃
火炬，闭幕式的一大亮点就是熄灭火炬这一环节。
残奥会闭幕式熄灭火炬这个环节的创意是什么？

张：历届奥运会、残奥会的火炬熄灭环节都很
难进行延展性表演，比如，雅典奥运会的圣火就是
靠一个小孩“吹灭”的，历时 5 秒。我们把北京残

奥会的圣火熄灭作为“奥运时间”的一个真正的结
束。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可能无法再看到北京再
次举办奥运会了，此情此景不再重现，所以我们对
这一环节格外下工夫。北京残奥会的火炬是缓缓
熄灭的，配合儿童与圣火交流的手语，历时将达到
50 秒，此外，大家所熟悉的“千手观音”的表演经过
创新后，也将作为圣火熄灭的延续性节目，从视觉
上极大满足观众的需求。

记：历届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总是力求推陈
出新，创造历史，您个人认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
闭幕式有哪些画面可以载入历史？

张：创作永无止境，每个导演都会在开闭幕式
上寻找自己的“招数”。但是真正做到承载思想、推

陈出新真的非常难。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会场中
间出现一片水，这个创意非常好，给我们这届奥运
会开幕式的导演们带来了很大压力。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四个开闭幕式都需要承
载一些理念、思想和内涵，但是单纯回到创作的理
念，就要看导演用什么“招数”吸引观众了。我们需
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比如，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的“大脚印”、倒计时“击缶”，奥运会闭幕式
上的“记忆之树”，残奥会开幕式的“白玉盘”都是我
们独有的“艺术语言”。

每届奥运会开幕式都要有展现“奥运五环”的
规定动作，各国艺术家们在这一个规定动作的创作
上很较劲。雅典奥运会的五环是从水中升起的，悉

尼奥运会是用马队排列组成的，北京奥运会则是
“繁星”组成的五环缓缓升到墨蓝色的夜空中。

我们在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两个火炬
点燃环节，也很有创意。奥运会主火炬点燃的创
意，采用了“画卷”体系，展现了圣火在希腊点燃、在
全球、全国传递精彩瞬间的画面，这在原先的28届
奥运会中都是不曾有过的。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主
火炬则是采用一名残疾人运动员依靠手臂攀爬点
燃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原创，也是我最
引以为豪的。

记：您在开闭幕式上最难忘和感动的是什么？
张：一共有 4 万多名演职人员参加了奥运会和

残奥会四个开闭幕式的演出，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演职人员的忘我努力让我非常感动。尤其是那些
来自部队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是奥运会和残
奥会开闭幕式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勤奋是我在拍电
影经历中从未遇到的。还有像河南塔沟少林武校
这样一个民营学校，派出了 5000 多人参加了我们
的四个仪式，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他们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都不是为了
出名，而是为参与中国和世界这一伟大的盛典而
自豪。有不少替补演员，因为各种原因，到最后都没
获得站在舞台上的机会，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北京奥组委在残奥会闭幕前，为所有参与这些
工作的人员专门制作了志愿者证书，表达感谢之
情。我想，这也是大家最值得纪念的礼物。

在北京残奥会闭幕前，我还要感谢所有的残疾
人运动员，他们在比赛中呈现出的伟大的精神力量
常常让我们热泪盈眶，使我们感受到“生命、阳光、
自强、快乐”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天底下
最好的人，“好人一生平安”。

辉煌已成昨天，生活还要继续。北京残奥会闭
幕式的主题是“未来”。让我们共同面对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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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小子腾飞奥运“焦点时刻”

四个开闭幕式创造全新
——专访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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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大屏幕上打出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谢谢中国”的致辞内
容。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9月 17日，中国选手叶如意（中）、田
建全（左）和意大利选手阿尔贝托·佩莱格
里尼在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当日，在
北京2008年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个人佩
剑A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叶如意、田建全
包揽冠亚军，意大利选手阿尔贝托·佩莱
格里尼获得铜牌。 新华社记者 任勇 摄

塔沟武校学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潇洒飘逸、恢弘大气的太极表演。

聚焦聚焦

“艺术语言”“艺术语言”“艺术语言”

来自河南安阳的陈国瑞今天早早来到鸟
巢，让他意外的是，打开观众包，里面有一张明
信片。身边的邮筒与场内的提示告诉他：请你
写下此时最想说的话，寄给最想寄的人。

今晚来鸟巢的所有人，观众、运动员、演员，
都和 55 岁的陈国瑞一样“遭遇”了这个特殊的
惊喜。

12 天来，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位
残奥选手相聚在这里，与全球 6 亿多残疾人以
及全世界一起融入那独特的力量之源，在残奥
会圣火下尽情展现生命的力量与光彩，以温暖
的和谐之美共谱“超越、融合、共享”的北京乐
章。

激情，荣耀，喜悦，让每一个残奥赛场璀璨
夺目；关爱，尊重，分享，让每一个关注残奥的人
心头满溢温暖与感动。

秋风微拂，夜色荡漾。鸟巢里，漫天的红叶
摇落。此时此刻，斯情斯景，9万余人汇聚一堂，
面对将从这里寄出的明信片，不能不浮想联翩。

每个人都在思索激荡心底的那句话，每个
人都在想念将分享这句话的那个人……

巴拿马田径运动员赛义德·戈麦斯和南非
游泳名将纳塔莉·杜托伊特站在今晚的领奖台
上，“顽强拼搏奖”纯金金牌与他们的笑容相映
生辉。灯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掌声再次为他们
响起。这掌声是充满敬意的喝彩，更源自心灵
的触动。

每一位来到北京的残奥选手，几乎都有和
他们一样的精神，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经历。

面对身体的残缺，他们选择“战胜和超越”。
扮作卡通娃娃的盲人孩子来到鸟巢草坪中

央，他们仿佛来到宇宙天穹，仿佛能看到满天星
斗。孩子们欣喜地摘下一颗颗星星，播洒在大
地上，而这便成为他们永远的光明。

“同属一个世界，共求一个梦想”，残奥会
播下的种子，像这星光一样闪烁在无数人的心
中。

借着星光，观众席上的陈国瑞在自己的明
信片上写下最简单的两个字：“感动”。他将这
封信寄给家乡的挚友：“我想，在家乡和我一样
关心残奥会的朋友，一定和我有同样的共鸣。”

绿色的草地上，一群快乐的少年将自己的
草帽扔向半空，金色的草帽带着一道道光芒，在
空中飞舞，在大地飞旋，带来一派欢乐景象。

身着五色衣装、挥舞手中小旗的运动员们，
在歌舞中欢庆属于自己的节日。他们脸上洋溢
着至真、至善、至美的笑容，拨动了全场观众的
心弦，激起如潮的欢呼和掌声，快乐残奥的喜悦
充溢全场。

记得北京残奥会开幕前，有些并不熟悉残
奥会的人曾感到担心：残疾人在赛场上摸爬滚
打，将给人什么感觉？

而赛场内外，一幕幕精彩画面，一个个动人
瞬间，一张张挂着汗水、泪珠的笑脸，将快乐定
格在无数观众心中，让人们“看懂”了残奥。

金色的秋天，金色的北京，付出巨大的努力
与艰辛后，收获的愉悦与温馨，充实着每个人的
心房。

巨大的鸟巢里，清脆的竹笛声，穿过晨雾缭
绕的田野。盲人演员在太阳的中心吹响收获的
音乐。仿佛太阳也被这旋律融化，催开满眼绚
烂的花朵。

北京残奥会像这田野一样丰美而灿烂。
“它走近你们，你们拥抱它，将之珍藏于

心。”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对残奥精神的不
断弘扬深有感触：“它一旦占据你的心灵，你将
难以割舍。它将伴随你的一生！”

确实如他所说，无数人将自己的奥运和残
奥经历视为最宝贵的精神果实。

北京铁路局的工作人员王有生，因为奥运
服务中的出色表现受到表彰。他感到，亲历两
个奥运，是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今晚，在
残奥会闭幕式现场，他在明信片上向远方的女
儿袒露自己的激动之情：“替爸爸骄傲，为爸爸
祝福吧；我也为我的女儿祝福，骄傲！”

无数张彩色的明信片，满载着人们的感动
和快乐，祝福和骄傲，寄往家乡，寄往明天，寄往
未来。

“圣火呀，你看见了吗？你在我心中燃烧；
圣火呀，你听见了吗？我在为你歌唱。”10 岁的
聋人小姑娘以手语和圣火对话。仿佛与她心有
灵犀，圣火在她的手语中缓缓熄灭。

然而，金黄色的光芒却依然温柔地萦绕在
她的全身，映照着她的衣衫，她的笑靥，她面前
铺满鲜花的舞台。

这一刻，一轮明月缓缓升起，万千烟花竞相
绽放。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专电

闭幕式上残奥圣火熄灭后的焰火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燕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