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年1月8日 星期日 编辑 曹雪
流行阵线

Email:jlrbdbf3@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旅行有时是随性的，并未事先攻略去哪里，到哪去，

譬如我，坐上大巴时，自问，我要去哪里，大巴车往哪儿开

呢？大巴车泊在广场等人，司机师傅惟恐车上人寂寞，播

放着音乐：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首歌耳熟能

享，当初，我学唱这首歌时，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

大学问家胡适。此刻，车上的人是否心情和我一样呢？

是从山里来吗？还是要山里去呢？爷爷曾经说过，男人

要经得起暴风雪，没有把脚印深深地印入大地三寸，算不

上男人。只有经受住暴风雪的考验，才能经受住未来人

生颠颠簸簸、惊涛骇浪，当然人生也未必有大波大折，平

凡人生未必没有高光时刻。大巴车一路向东，我或许有

了答案。向东，向着冰雪的方向，向着暴风雪更猛烈的地

方，去邂逅一场天地豪情，去追寻梦中长白山之冬日出日

落，冰清玉洁！曾几何时，看到微信朋友圈一个视频，在

大山之中，一只熊妈妈和一只熊宝宝，熊妈妈站在皑皑白

雪的山顶，熊宝宝在山下往上费劲爬，山坡积雪坚硬光

滑，熊宝宝爬上去，熊妈妈就又把宝宝推下来，推一次小

熊再爬上来，反复推了几次。这个视频让人类百思不得

其解，莫非是熊妈妈在训练熊宝宝冰雪中爬坡的本领，这

样解释是否有悖熊妈妈的本意呢？是否在动物世界里，

对冰雪有另一种文化诠释和解读呢？我们听不懂动物语

言，无法交流，这是人类的短板，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无论

是熊妈妈，还是熊宝宝，它们有在冰雪中游戏的本领，或

许把冰雪当作一种愉悦的载体，乐在其中。

早年读《林海雪原》，为曲波笔下滔滔林海、茫茫雪野

感染，孙达德和他的侦察小分队，在林海雪原脚踏着滑雪

板急行军，厚厚积雪不但没有影响他们行军的速度，反而

提高了他们侦察的效率，雪野追踪，穿梭若燕，焕发出无

限的战斗豪情，这是不是另一种天时地利呢？颇有几分

浪漫主义色彩。“回到山中，已经是寒冬。刚刚下了一场

雪，林木都披了一层白衣，连呵出的气都是白色的，仿佛

与天地融为了一体。天寒地冻，林木凋敝，枯枝败叶被白

雪埋起来，只有踩上去时，才能感觉到脚下非同寻常的松

软。这些枯叶等到来年，就会变成肥沃的养分，深入泥土

中，滋养抽枝发芽的树木。它们败落，又以另一种形态回

归，生生不息，自然也就没有苦痛。”直到现在，这本书在

展示东北地域文化，尤其是展示东北寒冬冰雪文化魅力，

仍然可圈可点。一路向东之于我有啥呢？有抚松温泉，

这在我心灵里流淌的泉水，一直滋润着我儿时的梦，滋润

我渐渐长大，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有许多大事小情伴着时

间更迭，往事随风，而抚松温泉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念

想。父亲说，他年轻时就在抚松洗过温泉浴，泡过澡，温

泉水含有矿物质，对皮肤有疗效，水到皮肤上柔滑细腻，

舒适宜人，泡上半小时，神清气爽，烦恼皆无。尽管现在

不乏洗温泉泡澡的地方。我对抚松温泉情有独钟，想必

是小时候父亲的话烙印深刻。我曾问过父亲，为何大老

远的坐车又要倒车去抚松泡温泉，父亲说是到抚松买木

材，而温泉呢，则是抚松一大特色，好似不泡温泉，枉来抚

松。父亲又说，每到一个地方，即使囊中羞涩，品吃、品玩

不可或缺，了解风土人情掌故，购买一点点土特产，临回

来时一定别忘到当地新华书店买一本书路上读，读书冬

日可以御寒，夏日可以避暑。至今，我无论是旅游还是出

差，每到一地都买一书留作纪念，这已成为一种传承。不

过，父亲说有机会带我去体验一下抚松温泉的愿望并没

有兑现。一晃我已经长大，再一晃，我已成了父亲。父亲

那时体验抚松温泉。是在室内，而现在是室内、户外都有

温泉，北风呼啸，雪花飞舞，雾气缭绕，坐在石缝流淌温泉

里，天、地、人浑然一体，那是怎样的一种超然的北方冰雪

文化的大融合……

北纬41°，滑雪黄金带，全世界著名的滑雪场，滑雪

道大都地处这个纬度，有其科学性。在万达旅游度假村

有多个滑雪场，滑雪道高端大气，避风起舞，漫卷雪浪，索

道凌空。滑雪学校，美食文化，应有尽有。一路向东，向

着冰雪的方向，二道白河，有一场冰雪盛宴等你享用，冰

雕、雪景、冰爬犁、陀螺、雪地摩托车、冰上气球、摩界、大

戏台河九星泉体验；各种山野菜品尝。向东还有望天鹅，

群山造型，自然天成，还有不能错过长白山粉雪，大小天

池。且莫忘《雪山飞狐》一幅幅壮丽的画卷，把爱与恨、情

与仇、恩与怨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多少70后、80后记忆犹

新，感慨万千：“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

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

真心爱未泯，寒梅仍傲雪。傲雪寒梅，何等风骨。当

年，《雪山飞狐》剧组，并没想拍四十集，长白山雪景有机

地契合剧情发展脉络，苍茫雪野，跌宕起伏剧情，令摄制

组不舍离去，于是，就接着往下拍。《雪山飞狐》的成功，固

然离不开所有演职人员自律敬业，大美长白山功不可

没。人生旅途有时看似漫不经心，这是一种释怀。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风餐露宿，不必求同！有一位探险家七

次征服北极，得到了广泛赞誉，荣获多枚勋章，但是，在他

第八次去北极探险时，严寒冻坏了他的双脚，失去了行走

能力。英雄暮年，一位记者去采访，问他，“你前胸挂满了

勋章，赢得无数荣誉，你是为之感到自豪，还是为失去双

脚感到懊恼呢？”探险家眉头紧锁，二目双闭，思忖良久，

异乎寻常地说：“你神往洁白的极地，只能在我的叙述

中！”

认知，决定格局，格局决定人生高度。一句“只能在

我叙述中”，这种挟雷裹电、惊世骇俗的话，只有探险家能

说出来，人生境界天高地厚。

一片雪花，对于游子是乡愁，对旅人是一份请柬，对

一枚树叶是生命起舞的源泉。电影《罗马假日》有句经典

台词：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于我此行，邀约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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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冬至起，便进入“数九寒天”。冬至十五日

后，又逢小寒节气。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三个节气，小寒

在每年公历1月5日至7日之间到来。此时，正

是农历十二月，也即腊月。《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

矣。”

月初寒尚小，因之名小寒。然而，相比于大寒，小寒之冷却常常毫

不逊色，更有“小寒胜大寒”之说。正如《九九歌》云：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而小寒节

气的到来，正是“二九”第六天前后，又因在“四九”第二天前后交大寒，

可见，小寒节气大部分时间都被整个三九天占据。俗话说“冷在三九”，

因而，小寒时节，几乎就是一年中天气最冷的时段了。

从小暑到小寒，半年时光倏忽而过，炎炎盛夏行至凛凛严冬。唐代诗人

元稹在《咏廿四气诗·小寒十二月节》中说：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食

寻河曲，衔紫绕树梢。霜鹰近北首，雊雉隐丛茅。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

“大吕”是腊月的别称。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小寒时节的物候。小

寒有三候：一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鸲。霜雪满天的寒凉时

节，鸟类最先感知冷暖变化。此时阳气已动，大雁已开始向北方迁移；

在北方随处可见的喜鹊，开始筑巢，准备繁育后代；野鸡也开始鸣叫，求

偶声声。这一切，都意味着冬之将尽，早春就要来临。

进入腊月，时值岁暮。天寒地冻之时，人间却处处向暖。

天南地北，人们开始忙年。腌制腊味，采买年货，除尘打扫……大

人们忙得热火朝天；北方的小孩子们也兴高采烈，他们走出家门，在冰

上玩各种有趣的游戏，滑冰、抽冰猴、滑冰车……在空旷的冬天里，笑语

声声，热气腾腾。

人们在满心的期待中，一天天地将日子数过。腊月里，一道道温热

的美食每天都呈现在眼前。腊八虽过，但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腊八粥却

可以依然常喝。清晨，熬上一锅朴实无华的五谷杂粮，静静地看那些米

粒和坚果在沸水中翻滚，氤氲出满屋米香，心下便十分安详；馋了，更可

为自己和家人煮上一锅以腊肉或腊肠为食材的米饭。简简单单的操

作，却有满满的心意和期盼在里面。等到盛出那一餐饭，却见白米饭软

软糯糯，被腊肉或腊肠浸出的油香包裹着，直叫人垂涎欲滴呢！

漫长的冬天里，唯有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才能满心满

眼，欢欣无限地度过每一天。

想起浪漫的古人，在如何过着这寒冷的冬天，比如，画九。明代《帝

京景物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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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一下，飞雪漫天的冬日，居家不能外出的

人们伴着红泥小火炉，日画一瓣梅。等

到迈出冬天的门槛，纸上的梅花便与天

下的鲜花一起争奇斗艳了。

寒天悠然过，岁月喜乐长。这是古

人的慢生活，更是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

与继承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智慧。

小寒 人间皆向暖
□张伊宁

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为法国工业促进会成

员放映《工业大门》，再到美国喜剧电影大师查尔斯·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等一系列默片带给我们的无穷

魅力，《爵士歌王》的声效如今依旧在我们耳边回响，

《浮华世界》更是为电影艺术画上了缤纷多彩的一

笔。百年来，电影产业从面画到声音、再到色彩，不

断地实现着技术方面的自我的更新与迭代。

在这场汹涌的革新浪潮之中，我们无法越过的

一部影片，就是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卡

梅隆团队自主研发的3D摄影机开创了技术先河。

它的上映，不仅是科幻电影的里程碑，更为观众开启

了在影院观影的另一维度空间。时隔十余年，卡梅

隆导演携《阿凡达·水之道》荣耀归来，而电影的艺术

性与商业性之间总有无穷无尽的博弈，《阿凡达·水

之道》的上映，也再次将电影的技术性与故事性推上

了风口浪尖。

当影厅的灯光亮起，有人仍沉浸在栩栩如生的

海底世界，有人却举起“电影是讲故事的艺术”的大

旗，痛诉着影片剧情俗套。说句实话，这部影片的故

事很简单，杰克和奈蒂莉组建了家庭，并孕育了自己

的儿女，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迈尔斯等天

空人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无奈之下，杰克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岛礁族寻求庇护，

希望可以继续以前平静美好的生活，但最后天空人

还是找到了他们，危险来临之际，杰克等人为了家人

与族民再次展开战斗。

影片之所以能用这种最老套的家庭故事让我们

为之泪流满面，正是因为，“家人是我们的软肋，也是

我们的铠甲”，这是我看完影片后最直观的感受。作

为曾经的战神，杰克是潘多拉星球的英雄，面对天空

人的来袭，选择了放弃曾经熟悉的环境，带着家人离

开，但这种逃避并不是懦弱，而是因为他身上多了一

份责任，是家庭的责任，更是家族的责任。他是丈

夫，是父亲，更是族人的支柱，他已然学会了放下意

气风发的莽撞与冲动，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他来保

护。当危险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受伤时，他仍旧

有能力为爱而战。我想，这部影片要告诉观众的就

是：一个真正英雄所具有的品质，在于可以拿起来的

时候能够选择放下，但拥有随时拿起的勇气与实

力。由此可见，影片在杰克人物成长的塑造上，无疑

是成功的。这种成长，更宏大、更瑰美、更感人。

话说回来，阿凡达系列电影的推出，对于电影史

的确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谈论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

很难忽视它在技术上带给人们的冲击。《阿凡达·水

之道》继续袭用最顶级的特效，让观众毫无违和地沉

浸其中，从森林到海洋，压倒性的视觉观感从未缺

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当我看到图鲲冲出海面的那一刻，在被深邃的

画面惊艳到的同时，我立即想到了庄子的《逍遥

游》。图鲲巨大无比，是海底霸王级物种，伴随着磅

礴的配乐，图鲲迁徙的场面在我的脑海中跳跃。在

影片众多的新角色中，善良、智慧的落单海洋巨兽图

鲲帕亚坎成为了最让人喜爱的角色。帕亚坎是杰克

小儿子洛阿克的好朋友，它善良、孤独却又聪明、勇

敢，它的经历让人为之动容，它受过伤，受过误解，受

过排挤。即便如此，在最后的大决战中它依然选择

去“拯救”，它用生命践行着“即使身处黑暗，也要抓

住须臾的光”。可以说，在《阿凡达·水之道》中，最大

的英雄角色，就是图鲲帕亚坎。

无论是上一部森林中人类为了夺取矿藏对纳美

人开战，还是这一部海上捕鲲再次破坏生态平衡，

《阿凡达》一直用最浅显的对比，向大家诉说着什么

是人与自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通过影

片，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卡梅隆精致的环保主义理

念，更能体会到他浓郁的人文情怀。一切科幻，即便

是仰望星空，也必是站在地面上讲着人类与万物的

故事。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

警示世界：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再也没有鸟儿、蝴

蝶、蜜蜂、花朵的世界，只有一个寂静的春天。我们

一定要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如何作为，这也是卡梅隆

通过电影留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思索。当我们直观地

看到了杀戮与破坏，我们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爱与和平永远是电影与现实所连接的最美好的

愿景。这个愿景，就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阿凡达·水之道》：

老套的神奇
□葛卜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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