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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我一直以为，一个有河流穿过的城市是有灵魂的。

桂林是这样，丽江是这样，吉林也是这样。大自然将那

条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水贯穿了整个吉林市区，如一

条玉带，平缓舒展，妩媚至极。她不仅养育了两岸的人

民，亦使凝固的城市变得生动起来。

于是，这个与省同名的城市因了江水的灵性而有了

雾凇的奇观。

资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雾

凇”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代宋·吕忱所编的《字林》里，其

解释为：“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而

最玄妙的当属“梦送”这一称呼。宋末黄震在《黄氏日

钞》中说，当时民间称雾凇为“梦送”，意思是说它是在夜

间人们做梦时天公送来的天气现象。

吉林雾凇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并称为

中国四大自然奇观，却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个，这与吉

林市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吉林市位于东北地区东部，

每年一进入冬季，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六七十

天，奇妙的是穿城而过的松花江水在冬日里依然奔腾不

息，从市区溯江而上15公里即是丰满水电站，水电站大

坝将江水拦腰截断，便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近百亿

立方米的水容量使得冬季的湖水表面结冰，冰下温度却

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湖水再顺流而下，就形成几十公

里江面临寒而不冻的奇特景观，同时也具备了形成雾凇

的两个必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足够的低温和充

分的水汽。江水与空气之间巨大的温差，将松花江源源

不断释放出的水蒸气凝结在两岸的树木和草丛之间，形

成厚度达40至60毫米的树挂，远远超过通常为5至10

毫米的普通树挂的厚度。这就是吉林雾凇比其他地区

雾凇更胜一筹的地方。

资料是乏味的。但它透露出关于自然的信息，让我

们充满无限的想往。冬日里，我终于走进吉林这座神奇

的城市。

当飞机降落在机场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钟。打车

去市区，司机嘱我最好住江边一带的旅馆，因为这里离

松花江近。早上起来到江边散步，不但可以呼吸新鲜

空气，欣赏吉林最美的景色，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

雾凇。

我说：雾凇不就是树挂嘛！小时侯在东北农村的河

套边，一簇簇的柳树趟子里都是。司机说，不错，雾凇俗

称树挂，是大自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和世界许

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但吉林雾凇却一枝独秀。

1991年，吉林市政府举办首届以雾凇和冰雪为主题的节

日，因为长久以来吉林人都称呼其为“树挂”，而一些科

技工作者则主张称呼它的学名——雾凇。在经过反复

论证和推敲后，人们决定用“雾凇”这个称呼，因为它既

科学、文雅，便于对外交流，又能体现吉林雾凇的与众不

同，还有一定的神秘感。

如今，“吉林雾凇”一词不仅被江城父老接受，而且

蜚声海内外了，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每年吸引大量的

游人趋之若骛。司机侃侃而谈。“不过吉林雾凇并不是

天天都有的，这要看天气情况。当地谚云：夜看雾，晨看

挂，待到近午看落花。意思是说有没有雾凇得看今夜江

上是否起雾。”

果然，次日早上，我没有看到雾凇。没有雾凇的吉

林依然是美丽的，仿佛处子静静地躺在连绵起伏的长白

山脉中，穿城而过的松花江水，映照着两岸的垂柳、松树

和鳞次栉比的楼房。我想起一句话：逐水而居的人是幸

福的。

第三天早上，未等我醒来，就听到旅馆走廊里传

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服务员说：今早有雾凇。于是

向江边跑去。诚然，我见过“树挂”但没见过这样的

“树挂”：绵延十几里的松花江堤岸，一排排杨柳的树

冠似烟似雾，如纱如幔，远远的与天相接，与地相连，

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树哪里是江。待近距离看去，

杨柳像琼枝玉叶，松针若银菊怒放，枝桠间的雾皆化

成晶莹剔透的凇，正如唐人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吉林，我看到了冬天里的春天。

吉林雾凇吉林雾凇吉林雾凇：：：
冬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

□程 远

从历史走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通过保护基础上的传承“连接现代生

活，绽放迷人光彩”？实践证明，复制式的传承注定会把非遗送进博物馆，而没

有源流的“创新”和演绎也必将阻断传承的基因和血脉。只有铭记“惟坚守也，

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的理念，才能让非遗焕发青春活力。这是央视新近

推出的大型非遗节目《艺览吾“遗”》中“寻访人”走进吉林第一期时引用梁启超

先生的一句话，它统领着栏目的总体设计，贯穿在节目的每一个环节。

节目以四位艺术制作人寻访非遗为线索，然后根据寻访人获得的灵感，展

开想象和艺术加工，在节目启承转合的节点上用“大秀”的形式呈现出来。这

是“艺览吾‘遗’”的“情节”线索，这一线索决定节目形成两个板块，一个是“寻

访”，一个是“大秀”。我想，难度不在于“寻访”，也不在于“大秀”，而在于二者

之间如何构建一种内在关系，在于二者之间能否做到互为映衬、水到渠成；在

于二者之间能否经得起“推进”和“回放”的检验。

“寻访人”走进查干湖、走入长春市。他们在领教了“蒙古族射箭”的英武

之气、品尝过“查干湖全鱼宴”的美味后感叹：知道本民族文化究竟是怎么来

的，未来就知道往哪里去了；与“冰雕制作技艺”的特殊传承人一起感受无声世

界里的雕刻技艺、尤其当“关东泥人张”“大棉袄、二棉裤”的关东风情扑面而来

的时候，“寻访人”尤其是其中的“吉林籍”更是触景生情、眼框湿润，仿佛都回

到了自己的童年。他们幻想着打开“泥人”一个个定格的瞬间，幻想着栩栩如

生的“泥人”活起来，并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和爽朗的笑声。的确，“关东泥

人张”三代人传承着同一门手艺，三代人的作品却属于不同的时代，我们的“大

秀”为何要作茧自缚？

理念打通了，想像的翅膀张开了，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街舞《非“泥”不可》

在类似乡间公路和宽阔的厂房里上演。作为街舞，舞步、节奏、服饰、场景似乎

都不是已有的样子，却是他们心中和我们心中应有的样子和特有的样子，它象

一只无形的手，抻开了历史画轴，连接起吉林大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寻访人来到“长春水文化园”，体验怀德满族剪纸、刀画、芦苇画、查干湖鱼

皮画制作等等制作技艺的美妙乐趣。见到家乡人、看到画中景、畅叙家乡情，

寻访人眼前出现冰天雪地的“吉林水墨画”，于是，一曲《稻香》配以冰上芭蕾徐

徐展开……

匠人的手就是魔术师的手，可以创造和变幻出令人惊奇惊喜的艺术和美

好的世界，魔术“大秀”《非遗和你在一起》使“寻访”与“大秀”的衔接自然熨贴、

新颖别致，给节目尾声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涉牵强、不落纤巧的熨帖要靠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来支撑？“寻访”与“大

秀”之间看似突发奇想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链接属性？

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之初和产生之时的创造性思维，与艺术创作

的萌发与突变的创造性思维不谋而合，这是技艺层面的相通；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艺术创作的价值都是以守正创新获得存在的理由，这是生命层

面的相通；生存智慧、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怀更是两者都不可或缺的骨骼和天

性，这是精神层面的相通。这三个层面接通后，就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

能。

至于“大秀”能否托得起、收得住以及“大秀”以“托起式”来烘托还是以“余

韵式”来收纳，观众完全可以跟随创作团队寻访后，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

术想象，丰富已有的“大秀”，创作自己内心的“大秀”。

看不出“寻访”与“大秀”哪个更像重心，二者融为一体，可能是节目的最高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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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桂
林

那年冬至前后，诗圣杜甫
望着窗外，不禁墨浓情酣，挥
笔写下“天时人事日相催，冬
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
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的诗句。

时光就这样流转了一千多
年，如今早已世易时移，然而诗
中那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情致与
节令变换却与今日别无二致。
作为最早被确立的节气，冬至
即昭示着最美丽“冻”人的日子
已然到来。此时，不妨穿上厚
厚的羽绒服，来一次室外冬日
冰雪之旅，或居于温暖室内，品
香茗，读闲书，感受自然时令的
奇妙和乐趣。

冬至一般为每年 12 月
的22日前后。冬至当天，正
是地球赤道以北地区白昼最
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这天
过后，如同中国古语所说的

“否极泰来”一样，太阳高度
至此回升，北半球的白昼也
将会逐日增长。我们也将一
日胜似一日地看见更多的阳
光和希冀，所以古人将冬至
看作是“大吉之日”，在这一
天穿新衣、享美食、祭先祖，
繁华喜庆甚至不亚于立春岁

节。到唐宋时期，冬至当天
已是热闹非凡，据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
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
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
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
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
往来，一如年节。”

冬至虽冷，但阻挡不了古
人的浪漫仪式感。明代《帝京
景物略》就曾记载：“冬至日，
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
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
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试想
在冬至之日，古人手执朱笔，
每日着一色，看素梅开花，清
雅多姿，消寒迎春。人与自然
相映成趣，心中的欢喜也随着
梅花日益鲜妍。

与古人的“仪式感”相
比，今人的冬至则更多了共
享饕餮的热闹和祈愿，正是

“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对北方人来说，对冬至最直
观的感受，莫不过“冬至吃饺
子”。小时候，常听外婆讲，
饺子有“消寒”之意，如果“冬
至不端饺子碗”，那就“冻掉
耳朵没人管”，吓得当时还是
小孩子时的我赶紧乖乖吃上
半盘饺子，解馋又健康，只盼
别冻掉耳朵。

冬至，“至”亦有“极、极
点”的意思，老人常说的“数
九寒天”，也正蕴含了冬至后

的气候严寒。到了冬至，冬
真正的清冽秉性不再犹抱琵
琶、遮遮掩掩，人们也才真的
体会到什么叫冬日寒冷。所
谓“数九”，是指从冬至当天
算起，九天为一个单位，谓之

“九”，过了九个“九”，刚好八
十一天，即为“出九”或“完
九”。从“一九”数到“九九”，
冬寒消逝，春意萌发，就变成
春暖了。冬至开始“数九”，
冬至日也就成了“数九”的第
一天。关于“数九”，民间歌
谣还流传着一首歌谣：“一
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
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
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
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首
歌谣朗朗上口，儿时常听老
人们念叨，也是在这口耳相
传中，这种万物和谐的天地
大美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人
们，怎不让人惊叹沉醉……

冬至冬至，迎福践长。
虽然寒冷，却一日比一日更
趋近于春。心有期待的当
下，恰如那日日着色的梅花，
终会用双手绘制一团人间锦
绣、别样春光呢！

迎福践长，冬至大如年
□钟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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