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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郭若溪 深圳報道) 8月12
日，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將在被稱為「春繭」
的深圳灣體育中心開幕，最後一次帶妝預演於8日晚間舉
行。深圳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姜浩楊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大運會開幕式將不同於彰顯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北
京奧運會開幕式，也有別於盡顯嶺南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廣
州亞運會開幕式，「沒有國際知名的明星大腕、沒有絢爛
奪目的漫天焰火、沒有宏大敘事的華麗篇章」，它以「不
一樣」的構思傳達體育盛會儀式的簡潔莊重，整個開幕式
全靠回歸體育和儀式、簡約而不簡單的別樣風采吸引 世
界各地人們的眼光。
本屆大運會開幕式的一大特色是回歸儀式。據姜浩楊介

紹，開幕式嚴格遵照國際大體聯章程所規定的儀式進行，
「比如東道國國旗必須在運動員入場之前升起，比如其他
儀式完全結束之後再點燃聖火，我們的開幕式編排都會遵
守大體聯的『規則』。」姜浩楊指，文藝表演是對儀式的
豐富和烘托。據悉，37分鐘的文藝表演包括活力動感的拉
拉操、絢麗多姿的民族舞、旋轉風帆上的小提琴與貝殼舞
台上的鋼琴互動和「綠道」自行車行表演。運動員亦以演
員的方式參與到現場的表演和互動中去。
在儀式的推進中，開幕式主創團隊依次融入了四個主題

思想：《世界在這裡相逢》、《未來在這裡剪綵》、《文明

在這裡交融》和《夢想在這裡接力》，充分表達了本屆大
運會開放、青春、活力、簡約、綠色、低碳的主旨。
大運會的點火儀式依然是最高機密。不過據姜浩楊介

紹，大運會的開幕式將會採用樸實無華的手法來點燃大運
火炬塔，而不是追逐「高科技」。

開幕式無大腕 不放煙火 拒絕奢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郭若溪，實習記者 王

悅 深圳報道）根據深圳市氣象台消息，大運會開幕式
當日，深圳或有陣雨，但不會影響開幕式進行。此
外，大運會期間深圳受颱風、持續性暴雨天氣影響的
可能性小，大部分時間以高溫晴熱天氣為主，間中有
陣雨或雷陣雨。
據氣象台有關負責人介紹，開幕式當天，深圳或有

陣雨或雷陣雨，18:00後開始陣雨轉多雲，相信不會影
響開幕式進行，其後賽事期間，深圳天氣將會持續高

溫。
此外，為給深圳大運會開幕式提供高品質的氣象保

障服務，中國氣象局將從9日起，首次啟動風雲二號衛
星高頻次區域觀測服務，每10分鐘獲取一張深圳區域
的高質量觀測雲圖。國家衛星氣象中心主任楊軍表
示，常規氣象衛星觀測一般為每1小時一次，在重大活
動及汛期氣象服務中觀測頻次一般可以提高到每30分
鐘一次。而此次大運會開幕式期間，啟動高達每10分
鐘一次的單星觀測頻次，此前尚無先例。

劉翔：夢想開始的地方
2001年8月28日，年僅18歲的劉翔在北京大

運會上以13秒33的成績奪得男子110米欄冠
軍，贏得中國代表團的首枚田徑金牌，這也是劉

翔奪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從此，「中國翔」登上
世界舞台，先後獲得奧運會冠軍、世錦賽冠軍並打破世界
紀錄。今年3月，劉翔作為形象大使出現在深圳大運會火
炬手全國選拔活動啟動儀式現場。對於大運會，劉翔坦
言：「我覺得那是我夢想開始的地方！我等下更新博客就

寫一句話，『讓我回到10年前』。」

姚明：讓世界籃壇震驚
2001年大運會，姚明率中國男籃參賽，在準決賽對美國隊一役，姚明於

最後一秒成功封阻對手的投籃，助中國男籃歷史性進入世界大賽決賽。
「小巨人」的威力讓世界籃壇震驚。次年，姚明成為NBA新秀狀元加盟侯

斯頓火箭，並成長為NBA巨星。今年夏天，
姚明因傷退役，令無數中國球迷倍感傷感。

時光荏苒，他在大運會時的英姿將永遠
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郭晶晶：走出陰影露頭角
2001年，郭晶晶終於擺脫師姐伏明霞的陰影，
在北京大運會上嶄露頭角，她最終奪得女子1
米板和3米板金牌，並與隊友合作奪得女子
雙人跳台跳水金牌，從而開創了「郭晶晶時

代」。隨後，她在雅典和北京奧運會蟬聯3米板單
人和雙人的雙料冠軍，還創造出世錦賽五連冠的輝
煌。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郭晶晶連續參加了

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三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都
取得優異成績。

李寧：獨攬3金創輝煌
1981年大運會，由129名運動員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全部項目的比賽，共獲

得十枚金牌，兩人破兩項大運會紀錄。其中「體操王子」李寧獨攬自由體操、鞍
馬、吊環三枚金牌，這是李寧第一次榮膺世界冠軍。此後，李寧一發不可收拾，次
年他在體操世界盃賽上橫掃六金，開始了輝煌無比的職業生涯。

邊檢總站迎入境高峰
據中新社深圳電 8日，首個大運包機代表團—

俄羅斯代表團抵達深圳機場，這是目前入境深圳
人數最多的代表團，兩架包機人數達320人。據統
計，6日、7日深圳邊檢總站檢查的入境大運參會
人員分別達到500多人。8日是代表團入境的第一
波高峰，其中由深圳機場入境的大運參會人員超
過500人，由深圳灣口岸入境的大運參會人員將超
過1100人，皇崗口岸也迎來超過200人的大運參會
人員。8日全天入境的參會人數接近2000人。

港隊今授旗啟程赴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

港代表團100多名運動員和官員將於10日在香港
舉行授旗儀式之後，前往深圳入住大運村。據
悉，本屆大運會香港派出了史上最大規模的代
表團，運動員人數超過100人，參加15個項目。
香港代表團已確認參加的比賽項目包括：射
箭、競技體操、田徑、羽毛球、籃球、沙灘排
球、跳水、柔道、劍擊、游泳、乒乓球、跆拳

道、網球、排球、滑浪風帆。

逾9000名志願者誓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望賢、通訊員
蘇艷麗 深圳報道）隨

大運會開幕日漸臨
近，志願者的工作也
在 緊 張 地 開 展 。 9
日，深圳職業技術學
院9015名大運志願者
激情誓師，將全力以
赴，真誠奉獻，在志
願服務中展示深圳特
區風采。據悉，參與
誓師的9000多名志願

者分佈在20多個競賽場館，其中包括了大運中心
體育場、大運中心體育館、游泳館等核心場館。
同時，他們也承擔了機場、交通、大中華、官方
酒店等非競賽服務任務。

1919年，當中國

的大學生們正在為

國家興亡吶喊，顧

維鈞正在參加巴黎

和會時，距離他幾

百公里之外的法國

的斯特拉斯堡，成

立了世界上最早的

大學生運動組織—

「世界學生聯合會」

(C.I.E)。C.I.E成立

後，舉辦了首屆世

界大學生錦標賽，

1923年5月巴黎成為比賽的場所。

二戰延遲了大運會的出現。直到1949年9

月，FISU(世界大學生運動聯合會)正式成立，

來自盧森堡的施萊默博士當選為主席。1959

年，在意大利都靈舉辦了首屆大學生運動

會，40個國家的將近1400人參加。「大運會」

的名字及FISU會旗—「U」字旗在都靈誕

生，並從而把體育運動擴充到整個世界。

之後，1961年在索菲亞舉辦了大運會，索

菲亞其後又承辦了1977年大運會，索菲亞被

認為是大運會體育城。

中國於1975年9月加入FISU。另有一種說法

是1959年時中國曾經派出4名田徑選手參

加了第一屆大運會，但是中國真正

以代表團形式參加大運會，是

1977年的索菲亞。51名大學生

運動員組成的中國代表團拿到

一銀三銅，列參賽各國家與地

區的第21位。

中國參加了此後全部大運會。

陳肖霞，1979年9月8日在墨西哥

第10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上獲得女

子10米跳台跳水冠軍，奪得大運會

史上第一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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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第

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簡稱大運

會)將於本周五在深圳揭幕。追溯

中國體育健兒參加大運會

的歷史，1977年的索菲亞

大運會，中國派出51名大學

生運動員出賽，取得1銀3銅

的成績，雖然戰績昔非今

比，卻為中國體育走向世界

立下里程碑；自此以後，

大運會孕育出一個又一個

中國乃至世界體壇的超級巨

星，包括劉翔、姚明、李寧

及郭晶晶等。

除中國體育巨星外，大運會也培養出無數膾炙人口的國際體育巨星，
他們同樣是從大運會起步、騰飛，從醜小鴨到白天鵝，大運會是他們運
動生涯中重要的一頁，以下列舉幾位表表者。

米高莊遜(美國 田徑)
「體壇阿甘」幾乎是美國形象的一部分，在他的鼎盛時期，無論

是奧運會還是世錦賽，沒有誰能阻止他奪金的腳步，他是整個20世
紀90年代男子200米和400米的最強者。1989年，21歲的他參加了德國
杜伊斯堡大運會並奪得金牌，那以後，整個90年代都在他腳下。

麥克鮑威爾(美國 田徑)
鮑威爾是美國跳遠超級巨星，在他1991年打破塵封23年的世界紀錄之

前，1987年南斯拉夫薩格勒布大運會上，他就拿到過跳遠項目的冠軍，這
也幫助他能夠參加一年後的漢城（首爾）奧運會，從此嶄露頭角。

喬萬娜．特里利尼(意大利 擊劍)
這位意大利的劍壇常青樹是第一流的花劍高手。1989年杜伊斯堡大運

會，19歲的她就獲得個人花劍銅牌和團體金牌，兩年後的英國謝菲爾德大
運會，她將個人、團體金牌均收入囊中。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首次出戰
奧運會的她同樣斬獲雙金，而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特里利尼仍站在劍道

上，最終獲得團體季軍和個人第四名。

維塔里．謝爾博(獨聯體 體操)
謝爾博注定要名垂青史，因為他創造了奧運會一天內連得4金的神話，同時也是首位
單屆奧運會拿下6金的體操選手。而在他1992年創造這個紀錄之前，1991年大運會，他
同樣曾1日奪三金。 ■新華社

國際猛將從大運出發

■深圳大運會開幕式最後一次預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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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肖霞（右）與獲得第三
名的隊友陳新向觀眾致意。

資料圖片

■工人為大運會
做最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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