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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冰雪资源禀赋优越，冰雪文化历

史悠久，冰雪活动种类丰富，吉林人凭借

不畏寒冷的强健体魄和嬉冰御雪的文化

热情，一直是冰雪运动的爱好者、参与

者。今年1月，由我省首次与国外主流媒

体合作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粉雪奇遇》在

央视频道惊艳“出道”后，让吉林的冰雪文

化再次“热起来、火出圈”。

热气腾腾的乌拉火锅，孩子们最爱的

抽冰猴、马拉爬犁、滑雪圈，查干湖冬捕，

泼水成冰景观……电影中的画面已经成

为了冰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记

者特邀我省著名民俗专家施立学一同观

看纪录片《粉雪奇遇》，为大家解构吉林冰

雪的宝贵成长，细数吉林民俗在生活中的

影响力，让大家在感受冰雪之奇的同时，

也能体验到民俗之美。

纪录片中，孩子们穿着棉袄、戴着耳

包、兴致勃勃地坐上大雪圈，在冰天雪地

里欢快撒欢。施立学告诉记者，昔日东北

大雪漫天，爬犁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现

在，爬犁则成为了孩子们玩冰嬉雪的娱乐

工具。在长春市南部新城的兰桡湖公园，

冰封的湖面上，溜冰车的、抽冰猴的、拉雪

爬犁的……处处是一片欢声笑语。长春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公园附

近，每年冬天都带孩子来冰面上玩。落雪

后，公园附近的超市、母婴店里都能买到

雪爬犁、抽冰猴等工具。

施立学还向记者介绍了松花江上

一道特有的风景——冰上客栈。“那时

还没有吉林丰满水电站，爬犁在结冻

的松花江上是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交

通工具。冰爬犁多，又不能上岸，聪明

的商家就在厚厚的冰上凿窟窿，再插

上木板或木杆围个大圈，搭起冰上客

栈，俗称水院子。”据不完全统计，1933

年吉林城现船营街江段，冰上客栈就

有6家。

纪录片中，孩子们用器皿盛着热水泼

向天空，无数个水滴沿着一条弧线向外喷

洒，低温下，泼洒出的水和热气被瞬间凝

结成冰、成霜、成凌，层次分明地在空中扩

散，形成了一幅蓝天、白云、白雾交织在一

起的绝美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泼水成冰’现已经成为了广大年轻人喜

欢的网红打卡娱乐方式。据悉，采冰这一

特别的民俗，最初是用来冻年猪肉的。进

了腊月门，人们杀了年猪，就在院内篱笆

墙边堆起一座冰山，差不多将一个整猪的

肉都冻在冰山里。被冻在冰山里的肉不

易腐烂，不易风干，即便到了有冰箱储存

的今天，一些乡间仍选择冰山来冻年猪，

是无可比拟的天然冰箱。”施立学说。

在中国·叶赫满族民俗旅游节暨叶赫

冰嬉节上，演员们身着满族传统服饰进行

着花样滑冰表演。施立学介绍说，“雪地

走”是满族妇女的雪趣活动。“竞赛者着旗

头、旗袍、寸子鞋，鞋跟高度不低于十公

分，于雪地竞走，远远望去，晶莹世界里擎

红缀绿，有紫燕翩翩，欲凌空展翅，十分壮

观。这种习俗是从清代宫廷妇女在降雪

后，于城外雪地行走演变而来。行走中既

要掌握身体平衡和竞走技能，又需有一定

的速度，还要不湿鞋。”

纪录片中，一架架整装待发的冰爬

犁、一尾尾活蹦乱跳的胖头鱼、一声声雄

浑激昂的劳动号子、一挂挂绵延千米载满

希望的渔猎大网，勾勒出一幕充满民族神

韵和塞北风情的奇观。“冬捕主要是指冬

季破冰捕鱼，有两种捕法，一种是在一定

水域打一圈儿冰洞，然后下围网捕鱼，这

是最大规模的冬捕，比方说查干湖冬捕。

另一种是在冰面儿打一个大冰洞，用小鱼

叉来叉鱼。”施立学说。

临近春节，长春冰雪新天地停车场里

车来车往，年轻情侣或一家三五口人，一

同其乐融融地来观赏冰雕艺术的不在少

数。在长春市南湖公园，除了多姿多彩的

冰雕、雪雕，还有应用了全息投影技术打

造的炫彩南湖灯光秀。“从腊月到正月，旧

俗东北满族人家多挂自己制作的廉价冰

灯，寓意明灯亮烛，日子红火兴旺。”施立

学告诉记者，这种制作冰灯的习俗源于渔

猎，东北溪流湖泊多，鱼源十分丰富，最初

制造冰灯是为了冬季捕鱼照明。

“孩子特爱玩，这星期我们都来两次

了。”在长春市儿童公园，正陪女儿玩滑冰

坡的翟女士说，这些趣味性强的冰雪运动

项目，不光孩子爱玩，大人也喜欢。施立

学讲解道：“打滑挞，东北人叫‘打眦溜滑

儿’。入冬之后，在自然形成的坡地覆上

积雪，小孩子自顶端下滑，或蹲或立；有的

在庭院中积雪成坡，泼上水，结冰之后就

是一座晶莹洁白的滑梯。登上去，滑下

来，甚是好玩。”

在四平市叶赫皇家滑雪场，四平市

民孙女士4岁的儿子米米坐在海豚造型

的冰车上，在冰面上滑行，小脸蛋冻得

通红也舍不得下来。“游乐场对小孩子

吸引力本身就大，再和冰雪结合起来，

孩子更喜欢玩了，每次来都玩得很尽

兴。”孙女士说。施立学介绍说：“居住

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

中，曾出现了一种竹马。所谓竹马就是

人站在竹马上，手握一根曲棍，用力一

撑，就可以向前滑行十几米。这种方法

与最初的滑冰方法已有很大不同，它是

在原始的滑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

冰上活动。这种‘竹马’一般长四尺，宽

五寸，一左一右系在两脚上，在冰雪中

疾行，可以追得上奔马。”

不只是孩童有着玩趣之心，老当益壮

的大爷也不例外。听，是什么在“噼啪”作

响，还发出“嗡嗡”声？寻声而去，原来是

一群老人在长春市胜利公园已经结冰的

冰面上快乐地抽着冰猴。71岁的李玉臣

抽冰猴已经有8年了，他还组织了几十名

老人一起参加这项运动。天蒙蒙亮，他就

来到南湖公园冰面清理积雪，为大家抽冰

猴做着准备。“子女们都劝我去南方过冬，

但我离不开家乡的冰雪和这火热的生

活！”李玉臣说。施立学告诉记者：“冰陀

螺，又叫冰尜，因其灵巧如猴，俗称冰猴，

是关东一种常见的儿童玩具。冰猴形状

略似海螺，一般以寸许下锐上平圆木制

作，上端平面，下端尖尖，尖上镶有铁珠。

抽冰猴儿，即以鞭绳缠绕陀螺中间，猛然

用力撒开，使之旋转于地面或冰面，并不

断抽打以持续不倒。”

冰，也刚也硬，宁折不弯，是北方豪

情；雪，极柔极软，涵养万物，是塞外厚

道。又是一个冰雪季，随着2022北京冬

奥会的举办，“冬奥在北京 体验在吉林

发展在吉林 ”必将更加深入人心，吉林省

的冰天雪地持续释放精彩与活力。当冰

雪文化牵手民俗文化，必将走向惠及吉林

人民的发展之路，汇聚成为吉林振兴发展

的磅礴伟力。

（本版照片均由王立春拍摄）

嬉冰雪 赏年俗——

从纪录片《粉雪奇遇》看我省冰雪民俗养成
本报记者 王皓

由中法合拍，以我省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粉雪奇遇》，

历经3年完成。这部充分描绘吉林冰雪生态和“诗和远方”

的电影，在中法两国几乎同时公映，甫一播出，即刻引爆热

点，成为中法两国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影片不

仅展示了世界冰雪奇观长白山粉雪资源，还充分展示了长

白山天池、吉林雾凇岛、二道白河、野生动物等自然生态，以

及露水河漂流、东北大秧歌、满族乌拉火锅、满族剪纸、抽冰

猴、马拉爬犁、东北黏豆包、查干湖冬捕等冰雪民俗文化。

影片的创作团队选择吉林，正是看中了吉林省优良的

冰雪文化环境，天然冰雪资源，尤其近一两年的强力推进，

冰雪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冰雪

文化已经浸润千家万户，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冰雪文化的吉林谱系业已形成并

不断完善。吉林省也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贡献着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这部影片，不仅告诉人们冬天的“最佳打开方式”，还引

燃了观众参与冰雪运动探究冰雪文化激情和好奇心。对提

升普通人对吉林冰雪文化的认可度、提高吉林冰雪文化对

外辐射能力起到了强力的助推作用。

吉林冰雪文化的天然禀赋得以展示。影片中的长白

山，既有作为中华十大名山的历史渊源，又有位势、气候等

自然环境的独特气质。作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

凇，更是展现了吉林冰雪文化的独特韵味。吉林省的自然

冰雪文化，正是以长白山为核心进行的品牌分解，形成了区

域相接、山水相连、冰雪一脉的吉林冰雪文化奇观。

吉林冰雪文化的成长动力得以诠释。影片中热情的吉

林人民，火热的冰雪产业，依托自然景观形成的冰雪生态，

无不彰显着吉林省冰雪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巨大动

能。这些镜头的背后，是吉林省委省政府在冰雪文化产业

上有高屋建瓴的认知和远见卓识的规划。2021年 10月 28

日，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这是全国完成的第一个省级

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当天，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该规划进行解读。提到冰雪文化时强

调：吉林不仅有长白山和查干湖，不仅有松花江和鸭绿江、

图们江等，还有冰雪的“诗和远方”。

此外，吉林省还树立了“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

形象品牌，打造了“中国品质滑雪在吉林、世界雾凇之都、长

白春雪、最后的渔猎部落、关东雪村（乡）等知名冰雪品牌，

培育了长春瓦萨滑雪节、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长白山粉雪

节、查干湖冬捕节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冰雪节事活动。

吉林省将推进冰雪丝路文化核心区建设，挖掘冰雪文

化价值，打造系列冰雪文化主题 IP，讲好吉林省冰雪故

事。提升冰雪节庆品牌和文艺作品影响力，提高省内冰雪

商品品牌价值，培育一批竞争力较强的冰雪文化市场主体，

打造3至5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冰雪文化艺术作品。

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传播和弘扬冰雪文化。实现全

省重点滑雪度假区冰雪演艺项目全覆盖、重点景区“冰雪商

品店”全覆盖。

吉林冰雪文化的专业素养得以呈现。影片中的专业展

示也引发了冰雪专业运动的热潮，为吉林省的冰雪运动注

入了新的活力。吉林省是冬季运动项目重点布局省，有专

业的人才机制和专业的滑雪场，曾经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

叶乔波、陈露、李佳军、周洋、李坚柔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通化是“新中国滑雪发源地”，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滑雪比赛

场地就建在通化，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在通化举办，第一

个全国滑雪冠军（全国第一个滑雪冠军单兆鉴，今年83岁，

还在滑雪。1957年 2月，全国第一次滑雪比赛滑雪越野男

子10千米)、第一个亚洲滑雪冠军、第一个短道速滑世界冠

军都出自通化。

多年来，吉林省依托冰雪资源优势，动员社会各方面积

极挖掘冰雪文化历史，着力打造特色冰雪文化。以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冰雪全民健身活动为载体，打造具有地域特

色的冰雪全民健身文化。从2011年起，在全省推出“全民

冰雪活动季”系列活动，活动时间贯穿整个冬季，并且实现

省市县三级联动。长春净月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落

户长春，长春南湖公园全国冬泳邀请赛已连续举办28届，

吉林市松花江国际冬季龙舟赛、松原查干湖冬捕节系列冰

嬉活动等冰雪体育赛事活动蜚声海内外，成为城市亮点、地

方名片。

2021年 12月举办的第六届吉林国际冰雪产业博览会、

2022年初启动的吉林省冰雪文化周，进一步提升了吉林冰

雪文化的产业价值和品牌价值。

吉林冰雪文化的民俗形态得以挖掘。影片中浓郁的民

俗文化也点亮了吉林冰雪。大秧歌、乌拉火锅、满族剪纸、

抽冰猴、马拉爬犁、滑雪圈、地道的东北黏豆包、查干湖冬

捕，这些衍生的冰雪文化符号向世界展示出了吉林的热情，

完美诠释“温暖相约”的内涵，也巧妙带动了吉林的年俗文

化。这几年，吉林省也抓住机遇，把冷资源转变为热产业，

不断加大冰雪文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充分挖掘

吉林地域的民族、民俗文化。

舒兰雪村的冬季民居文化，敦化老白山雪村的森工文

化、精湛的剪纸艺术、独特的冬季饮食文化等等，无不彰显

吉林冰雪文化的丰富与多姿。

冰雪文化是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对中国传统冰雪文

化的发掘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冬奥氛围。鉴于此，吉林省的

冰雪文化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优质创作源，更是优质冰

雪文化的生产方和货源地。

纪录片《粉雪奇遇》折射吉林冰雪成长动力
本报记者 左道

非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

的文化传承，体现着当地人

民的生活情趣及习俗，具有

极其强烈的地域特色。不久

前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粉

雪奇遇》，不仅用镜头和文字

记录下我省特有的美丽景

观，也把省内独有的特色非

遗项目呈现给观众。

“煮”出来的丰饶吉林

火锅是吉林人喜爱的冬

季热门美食，在纪录片《粉雪

奇遇》中，来自法国的高山滑

雪运动员托马斯在吉林市韩

屯村品尝到了风味独特的满

族火锅。

满族火锅是有“讲究”的

美食，“山珍海味”“飞禽走

兽”下入其中，彰显着吉林物

产丰饶的“粮仓”属性。考究

的食材以炭火煮炖，搭配鲜

香提味的蘸料，成就了这道

入口浸心的吉林美食。

作为吉林重要的饮食文

化代表，满族火锅是有着几

百年传承的非遗美食，它的

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是

辽金时代东北地区的渔猎民

族将猎获的鸟兽鱼虾和采集

的植物用陶瓷锅或泥锅炖

煮，便是火锅的雏形；一说是

清代乾隆皇帝喜吃火锅，在

他巡幸吉林乌拉以及南巡

时，地方官员投其所好争相

进贡火锅，吃火锅便成了当

时的风尚……无论满族火锅

起于何时源于何因，这道热

气蒸腾的美食早已成为吉林

人割舍不断的情怀，亲友相

聚、佳节团圆，一顿红红火火

的满族火锅更能烘托出热闹

的气氛。

“绣”出来的美丽吉林

在韩屯村拍摄《粉雪奇

遇》时，春节即将到来，托马

斯看到，韩屯村的家家户户

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满

族旗袍。这种含蓄、内敛的

满族服饰与朝鲜族服饰、蒙

古族服饰等一并，清晰展示

着吉林省多民族聚居的特点。

满族旗袍并非是人们印象中女子的专宠，而是满族男女

老幼都喜爱穿着的服装，且在不同季节、不同场合，满族旗袍

都有不同的形态和样式。在独特的裁剪和针法加工下，满族

旗袍的表面“见缝不见针”，搭配上繁复精致的刺绣工艺，满族

旗袍有着令人难忘的美丽。除了好看，满族旗袍也具有相当

的实用性，后装式衣领可以随时拆卸清洗，随着季节变化还可

以更换单领、夹领和皮领。

2021年，满族旗袍的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让人们再次关注到这项代表“美”的传统技艺，也让人

们看到，吉林非遗在一代代传承人的继承中依然保留着原有

的文化内涵，更在现代生活的发展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剪”出来的文化吉林

中国剪纸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而满族剪纸作为中

国剪纸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已成为吉林的文化名片和

符号。在《粉雪奇遇》中，托马斯也亲自体验了满族剪纸

的乐趣。

满族剪纸蕴含丰富，是依附于满族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

与生活环境，在艺术上具有特定语言和风格的剪纸艺术，承载

着长白山一带厚重而灿烂的历史文化。满族剪纸内容多元、

样式特别，心灵手巧的满族民间艺人把见到的、听说的，喜爱

的人、景等都剪成作品，也记录下当地的自然风貌、传统习俗

和民间传说，是透视满族文化的珍品。

目前，满族剪纸的多个类别已列入吉林省级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吉林文旅事业的发展，满族剪纸的市

场价值也逐渐显露，一幅幅精美的剪纸经过包装制作投放到

文旅市场中，为吉林经济发展、传承保护民间艺术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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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滑冰车体验冰雪乐趣

体验雪爬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