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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冰

近日，正在我市紧张录制的2020年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公布了录制现场的画面，唯
美、大气、浪漫的舞台设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
点。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这里举办中秋晚会，
舞台设计方面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今年的舞台和以往完全不一样。”昨日，央
视中秋晚会舞美总监许林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说，“今年我们的舞美并不是独立的，它跟空
间、整体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的主舞台以隋唐洛阳城
应天门为背景，设计360度全景舞台，将古和今
加以连通，虚与实加以转换。许林江透露，为了
主舞台选址，他先后来洛阳三次，挑选了很多地
方，最终确定了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晚会是在晚上举办，运用无人机等拍摄手
法，视觉效果要求很高，因此考虑不能只有舞台
很亮，也要兼顾四周的画面效果。”许林江说，他
认为主舞台既要彰显城市的规模，又能代表洛阳
十三朝古都的气势，最终主舞台选址在隋唐洛阳
城应天门，可以很好地利用应天门、明堂、天堂作
为背景，将舞美设计与千年古都交相辉映。

许林江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央视中
秋晚会不仅要有思乡团圆的中秋味道，更要凸显
宏大的家国情怀，洛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
风范与这场晚会的主题高度契合。

“今年的舞台是央视中秋晚会有史以来面积
最大的一次。”许林江说，今年的晚会不设观众
席，因此拍摄手法也不同以往，“拍摄设备是最
全、最多的一次”。

水的运用一直是央视中秋晚会舞台的一大
特色，许林江介绍，今年舞台设置了5000多平方
米的圆形水面，表演区放在水中间，周围有300
多米的水道相连，洛阳桥、牡丹等具有洛阳特色
元素点缀其间。

“我们在水中设计了一个中国窗，随着节目
的需要，整个中国窗可以将视频和舞美相结合，
做到千变万化的效果。”许林江说，在央视中秋晚
会一贯唯美、浪漫的风格下，导演组对每个节目
进行个性化包装和形态创新，通过全媒体和更多
新的传播手段，扩大晚会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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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中秋晚会舞美总监许林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舞美设计与千年古都

牡丹等诸多洛阳元素 点缀
其间□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正在隋唐洛
阳城应天门紧张录制。17日下午，央视中秋晚会总
撰稿杨启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介绍了晚会筹备、录
制及节目设置等方面情况。

舞台设在应天门
展示“古今辉映”城市魅力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主舞台以隋唐洛阳城应天
门为背景，再加上一轮圆圆的明月悬挂其中，营造出
中秋佳节思乡团圆的氛围。

杨启舫介绍，近年，央视中秋晚会在海内外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继央视春晚之后，面向全球
华人的一台大型综合晚会，其最终落户洛阳，是节
目组综合考虑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城市形象等多
重因素后的选择。

“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重逢，是19年才有一次
的机遇。”杨启舫说，在晚会及舞台的设计方面，节目
组期待能够让全球华人在国庆和中秋这一天，既感
受到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的温馨氛围，又能看到一个
充满魅力和文化底蕴的古都洛阳。

为什么把舞台设置在应天门？
“这是个很有难度的选择，因为洛阳可选的地方

实在太多！”杨启舫说，晚会舞台要考虑历史文化和
舞美的结合，在有些城市这样的场地很有限，但在洛
阳，节目组遇到的难题就是“符合这样条件的地方很
多”。节目组先后走访了龙门石窟、二里头考古遗址
公园等地，大家认为这些地方都适合，都能展示中华
文明的起源和传承。

杨启舫说，最后选定应天门，主要有以下考虑：
第一，应天门是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的重要发生地，是洛阳历史和隋唐中原文化的重要
证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也是不少人心中知名度
颇高的“隋唐第一门”。

第二，站在应天门上能明显感受到“一眼千年”，
由天堂、明堂等建筑组成的中轴线，让人充分体会到
洛阳“古今辉映”的城市魅力。在这里，通过一个镜
头，既能让大家看到悠久的历史文化，又能让大家看
到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和活力、魅力的城市。

第三，应天门坐落在城市繁华地段，有着满满的
“人间烟火气”，这与央视中秋晚会以亲情、团圆、家

庭为主题的氛围完美结合，大家更能感受到普通家
庭的温暖、欢乐。

晚会首发新歌《说唱百家姓》
展示中原文化、河洛文化

杨启舫透露，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中华传统
文化的元素更多，家国情怀的氛围也更加厚重。“也
就是河洛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元素更多。”杨启舫说，
晚会设计的花好月圆、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
章，都暗含河南元素和洛阳元素。

“特别是乡关何处。”杨启舫说，中原地区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很多海外华人都自称“河洛
郎”，这是他们精神上的寄托，在他们心中，所谓乡
关，其实就是指洛阳或中原地区。

为追根溯源展示中华传统文化，节目组选择“百
家姓”作为切入点。“据说中国姓氏中，有200多个
起源于河洛地区，所以我们创作了歌曲《说唱百家
姓》。”杨启舫说，为了能够吸引各个年龄层的观
众，尤其是赢得年轻人的喜欢，节目组特意邀请了
TFBOYS的成员王源来演唱《说唱百家姓》。

洛阳的“故事”太多
主持人串词难取舍

谈及节目筹备过程中的小插曲，杨启舫笑了，他
说：“我是晚会的总撰稿，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遭遇
了‘选择困难症’，因为洛阳能够拿出来说的内容实
在是太多了，不要说只有十几分钟，就是整个晚会都
来讲也讲不完。”

杨启舫介绍，晚会真正给主持人讲话的时间有
15分钟至17分钟，这个时间非常有限，而且要分成
8次到9次讲述，平均一次一两分钟，“这样一来，要
在众多的内容中进行取舍，真是挺困难的”。

邀请抗疫医护人员参与节目录制

杨启舫说，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
改为录播，观演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为活跃现场氛
围，每场录制活动会邀请约600名观众，他们也是节
目的参与者。

受邀的是哪些人呢？节目组特意邀请了我市各
行各业的优秀模范代表和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还
有环卫工人、“最美洛阳人”等代表，既是表达对这些
英雄、模范的尊重，也是请他们代表洛阳人展示城市
的精神风貌。

图片均为央视中秋晚会舞美效果 （据CCTV4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