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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接连几场大雪，把城市乡村，

远山近岭，都严严密密地银裹了起来。让

人蓦地觉得：这个冬天来得陡然迅猛且实

实在在。

东北人的日子有半年光景是与雪相伴

的。他们计算冬天的长短往往并不按季节

划分，而是以雪为界。常态中，大小兴安

岭、长白山林区，9月末10月初见雪不为罕

事。只要一见到雪，大人孩子都会不由自

主地感叹一句——冬天来了。哪怕是这雪

落地就融化了，人们也会在潜意识中留下

一个强烈的信号：天冷了，该穿棉衣啰。就

是这样，时令抑或刚过中秋，满地的庄稼尚

没收割归仓，飘零的雪花就宣布了冬天的

到来。一直到来年四五月份，临近初夏的

时候，最后一场春雪依然会不期而至。至

此，冬天才算真的结束了。

然而，结束的冬天并不彻底，在背阴坡

的山涧沟壑处依然有残雪存留。长白山天

池的冰雪是一年中保持时间最久的，往往

要到来年6月中旬才会全部融化。其时，山

下早已是蜂飞蝶舞，万木吐翠了。

千百年来，雪，陪着东北人漫长的冬

季，伴着甜甜苦苦酸酸辣辣的日子。

雪，是冬天里雨的另一种模样。厚厚

的大雪是雨的储存积攒，攒上半年，成为黑

土地一笔可观的财富，待布谷催春驾犁翻

耕时好派上用场。

雪，飘在空中，叫雪花儿，诗可吟之，歌

可咏之，浪漫抒情。而一旦落到地上，则被

称为积雪、厚雪、雪堆儿、雪块儿，少了轻

飘，多了沉实的分量。

下到乡野的雪，多是受人欢迎招人待

见的。而下到城市的雪，却常常令人生

厌。遗憾的是，雪，并不是一个会讨人喜欢

的乖巧精灵，它倔强执拗地把自己平分给

了乡野和城市，任人褒贬评说，任城乡忧喜

半分。

雪，常给繁华的都市添堵，这是城市人

深有感触的。本来就时有塞车的马路，因

一场雪而变得尤甚。时光退到30年前，在

东北无论大小城市，只要下了雪，不管是政

府机关干部，还是企、事业单位人员，统统

都得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到马路上去扫

雪，满街都是持锹握铲推车除雪的人。雪，

就是命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举全城之力

以除之。那时城市大多没有扩容，加之路

窄车少，清雪劳动量和难度远没有如今这

样大。雪小的时候，干个把钟头；雪大的时

候，干上半天。令人喟然无奈。近年来，随

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人多了，路多了，车多

了。每逢雪天，人们首先看见的是交警、保

洁工人一大早全部出动，大大小小清雪车

纷纷上路，阵容强大，浩浩荡荡，在尽可能

少地影响市区交通的前提下把积雪尽快清

除完毕。每一场雪都是一次劳动，一种付

出。若说好处，是给冬日静寂的公园带来

了与夏日不同的景致，让孩子们多了些嬉

雪拍照的乐趣。

雪，下到乡野则是另一番景象。有言

道：瑞雪兆丰年，便是对雪的一种褒赞。知

时节的雪，下得懂人心、晓人意，令人欢

心。雪大，墒情好，给春播垫个好底，预示

庄稼秋天会有好收成。雪小的年份，农民

盼雪，盼的就是个好年景。可也并不尽然，

城市周边用塑料大棚种蔬菜的农民就不喜

欢大雪。雪大，会压坏棚膜，无端造成灾

害，增加成本，带来损失。当然，构不成灾

害的雪他们还是欢迎的，因为雪可以保持

棚内的湿度，有益蔬菜生长。

应该说，近几年来，东北人越来越看好

雪，越来越爱雪。日子过好了，人们吃穿不

愁之后，便开始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向往

和追求。既然雪注定要伴东北人半年，那

么就应该和谐相伴，友好相伴，有趣相伴。

让雪成为朋友，成为可利用的资源，成为一

种新兴的产业。东北人生性憨厚且聪明，

他们幽默地想：这些年，海南仅凭一个“热”

字，把好多东北人培养成了候鸟，天一冷就

忙不迭地迁徙“南飞”，让他们赚老鼻子钱

了。那么，我们东北怎么就不能用“冷”也

培养一批候鸟呢？让他们来个“孔雀南北

飞”，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把赚的钱再送回

来？这是一个大胆而狡黠的想法，蕴涵着

东北人特有的胆识与心智。

冰雪旅游。一个全新而充满活力的项

目在全东北很快形成了共识。短短几年时

间，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全东北冰雪旅游格

局基本形成。长白山万达滑雪场、长白山

鲁能滑雪场、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帽儿

山滑雪场、长春莲花山世茂滑雪场、庙香

山滑雪场、净月潭滑雪场、沈阳国家公园

东北亚滑雪场——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滑雪

场如玉树琼花，在整个东北大地星罗棋布

怒放盛开。与冰雪有关的旅游项目，紧跟

时代，花样翻新，吸引中外游客纷纷前来

观光体验。

雪，让东北的冬天变得不再沉寂，大山

深处的茫茫雪原中滑动着一个个轻灵的身

影，阵阵欢声笑语在雪场上空快乐飞翔。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力助推了冰雪

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为东北的冰雪

旅游产业再添双翼。

冰与雪是一对孪生兄妹，形影不离，难

舍难分。这个冬天，注定是冰雪的盛大节

日：冰雪大世界、冰雪新天地、冰上赛龙舟、

滑冰马拉松；观赏冰雕、雪雕、雾凇、冰马

俑；疯玩滑雪、溜冰、雪橇、爬犁——冰雪因

其冷艳玉洁的独特魅力，让东北火了！火

得人心振奋，火得热血沸腾。2024年新年

伊始，广西11位小“砂糖橘”萌娃，用一张张

天真稚嫩的笑脸豁然撞开了冰城神秘的童

话世界。当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在最

北最冷的漠河北极村，被当地消防救援站

的“火焰蓝”叔叔们亲昵地抱在怀里那一瞬

间，顿时温暖了整个中国——

冰雪点燃了东北人心头的热望，“冷资

源”链接，转化成了带有温度的热能量，为

东北人抵御着一个寒气逼人的冬天。

雪，塑造了东北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培

育了东北人博大宽厚的胸襟。

正当冰雪的狂欢给东北人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振奋时，春节前，南方一场罕见的雨

雪冰冻给正在奔家过年的人平添了莫大的

烦恼和沮丧。

这就是冰雪。真真实实的冰雪，不掩

不藏的冰雪，亦好亦孬的冰雪。

在雪看来，冷清也好，热闹也好，给城

市添堵、给交通添乱，给乡野带来丰收、给

旅游带来生机也罢，这一切都是人自认为

的，与它毫无相干。雪就是雪，如期而至，

如期而止。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如絮花，

似鹅毛，来无声，去无影，游荡于天地之间，

无物可阻，无力可逆，轻轻盈盈，白白净净，

坦坦荡荡。

是啊，雪，就是雪。如雨、如风、如雷一

样，属自然现象，不会以人的意志而改变。

在我们人类尚未出现之前，雪，已经在这个

星球上飘洒几十亿年了。从这个角度来

说，人类应该对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怀有

敬畏之意。万物有灵，人类当然应该懂得

并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资源，与

世上万物和谐相处，各安其道，各享其乐。

此时，龙年的新春已走进了雨水季节，

携祥瑞而来的春雪，正轻轻敲打着正月十

五千家万户暖色的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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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没过十五都是

年。你说正月十五

是年的继续也行，是

年的重要补充也行，在

吉林林区人的心目中，正

月十五要是没过完，年就还

没有过完。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上

元节，传说汉代或者更早的时

候就有这个节日。正月十五是每

年农历第一个月圆的日子。这一

天，人们吃元宵，品汤圆，赏花灯，

猜灯谜，放焰火，游龙灯，舞狮子，扭

秧歌……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在吉林林区庆元宵那真是喜庆。除

了白茫茫的山、封冻的绿水、挂起的红灯

笼，还有集材拖拉机拉着的红鞭炮，有用

吊车吊起来的几十米的长鞭炮。家家大

门、二门、里屋门贴满了红彤彤的春联儿，

加上里里外外的红福字儿，满屋子眼花缭

乱。男女老少身穿红棉袄、红裤子或者红

袜子。满眼都是红彤彤的世界，在皑皑白

雪与参天古树映衬下格外耀眼。

庆元宵是过年的续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过年还是过

元宵节，我感觉似乎年味儿大不如以前

了。想来主要还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平常吃的和年节吃的一样，穿的和年

节穿的也没两样。仔细琢磨琢磨，年味

儿最浓的还是小时候过年。那时候盼

过年，就是盼望有好吃的，有好穿的，有

好玩的。在吉林林区过元宵节，那可

真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笑语欢声，

莺歌燕舞。

林区是什么样子呢？吉林是

林业大省，森林多，到处都是原始

森林、天然林、人工林。吉林林

区有 18 个国有林业局，每个

林 业 局 的 经 营 面 积 都 在

2000平方公里以上，最大

的国有林业局有 4000

多平方公里，相当于

一两个县的面积。

林区人口稀少，

多的三五万

人 ，少的

两 三

万人。这些林业职工和家属，常年生活和

工作在深山老林里，好像是与世隔绝，其实

和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年林区

的人才输送往祖国大江南北。不管到哪

里，他们都是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他们

的根，永远留在了吉林林区。

林区的人总习惯把过年和元宵节捆绑

在一起。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及早准备年

货的习惯没有改变。这些年货可不只是过

年吃的，要一直吃到过了元宵节。林区的人

们等不到腊月，就开始准备年货了。首要的

是腌酸菜。白菜中个儿大、又粗又壮的，反

而派不上用场，腌不透，腌酸菜只能挑些趴

拉棵子。腌酸菜是个技术活，腌不好就发

臭。要是腌好了，我四岁的孙子讲话了，就

是酸香酸香的。过年、过元宵节要准备一板

豆腐。豆腐有的是自个儿做，图省事就买一

板儿。弄回来的豆腐往闲置的缸里一放，就

不用管了，过一宿一看，冻得比石头还坚

硬。过年、过元宵节都要准备一些猪肉。一

般情况下，林区职工家都是自己养一头猪，

一进腊月就把猪给宰了。半拉猪肉，招待左

邻右舍亲朋好友，吃一顿杀猪菜。另一半猪

肉就留着过年和过元宵节吃了。这些都准

备得差不多了，每家的大妈大婶儿，就天天

坐在热炕头上包酸菜馅饺子。包了几十盖

帘，放到仓房的大瓷缸里，放在外面容易让

老鼠或者黄鼠狼给吃了。一般人家，包了这

么多冻饺子，大概一正月再也不用包了。光

吃冻饺子不行，家家都要准备一缸黏豆包。

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黏豆包的皮儿只用黏

玉米的，现在条件好了，以黏大米为主。红

小豆的豆馅儿没有太大变化，无非是白糖或

者冰糖比平时多放了一些。蒸的黏豆包香

气染四邻，若是煎黏豆包，几条街以外都能

闻着香气。

酸菜、豆腐、猪肉、黏豆包这些过年、过

元宵节的必备项准备完了，零散的年前、元

宵节前再准备就行。买衣服，买鞭炮，买对

子，买灯笼，买蜡烛，买青菜，买冻梨，买冻

柿子，买酒，买窗花……总之，年节没过，就

有买不完的东西，东西买得差不多了，也到

了节跟前了。

过元宵节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给先人

送灯。这重大意义明摆着，年也过完了，先

人们回去不能走岔道了，要有长明灯照亮。

林区人送长明灯，也不能忘了给抗联烈士送

一盏。不管距离多远，不管冰天雪地。

年前给祖先上坟的同时，也要给抗联的

先烈们上坟，因为抗联先烈们的足迹、鲜血

和生命留在了这里。抗联将领杨靖宇、魏拯

民、陈翰章在我们这片林子里，打过仗，流过

血，牺牲了生命。没有这些先烈，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还有好多抗联先烈们，

都是无名烈士，林子里的密营记录着他们的

足迹，山崖上的标语，树干上的弹孔……林

区处处留下了抗联先烈的影子。

元宵节给抗联烈士送一盏长明灯

吧！给他们送一盏黄牛灯，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给他们送一盏东北

虎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给他们送

一盏火龙灯，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

与高秋；给他们送一盏宝马灯，疆场厮杀

不知倦，擦掌飞鬃又欲冲；给他们送一盏

猴子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

埃；给他们送一盏公鸡灯，一唱雄鸡天下

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林区的老百姓对

革命先烈，有说不完的话，送不完的灯，感

不完的情。

林区过元宵节，万家灯火彻夜通明。

远处，一座又一座皑皑的雪山遥相呼应，还

有那数不尽的苍松翠柏，正在为欢乐的人

们站岗放哨。

吉林的重点林区都在东部和东南部山

区，比吉林的中西部气温要低不少。元宵节

每年都是农历七九前后，俗话说，五九六九，

沿河看杨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东北的

实际情况和俗语还不太一样。元宵节前后，

河边的杨柳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张扬的气

息 ，河 冰 也

没开，南飞的燕

子 也 没 有 回 来 。

尽管杨柳不绿，河也

没开，燕子也没来，大

风大雪还是挡不住春

天的脚步。在大山深

处，在密林丛中，在皑

皑白雪的映照下，冰

凌花在厚厚的瑞雪中

开出了鲜艳的黄花，

成为林区春天的“使

者”，是名副其实的林

海雪莲。它还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叫金盏

花，它的特点是先开

花后长叶。当花朵完

成娇艳的使命之后才

长出绿色的叶子，林

区的万种植物在春天里竞相寻找自己的

位置，悄悄地默默地成为万众植物的一

员。这时人们很难再发现金盏花的影子，

好像它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林区元宵节，人们一起扭秧歌，踩高

跷，舞长龙，逛灯会，猜灯谜。渐渐地林区

人们发现，扭秧歌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平常扭秧歌的人便多了起来。踩高跷、舞

长龙，有点技术含量，没有三年两年的勤

学苦练根本上不了场。

过完年和元宵节，再往后还有个二

月初二，那与正月就没有关系了。多过

节是好事，人们有盼头。虽说节日年年

过，年年累，但大家累得高兴，累得喜

庆，累得心花怒放。

在林区，过年、过元宵节不过

是忙里偷闲。过去木材采伐量

大的时候，年前年后都是大忙

时节，冬天雪大是采伐木材的

黄金时期。现在林区的景

色却是越来越美了。森林

越来越多了 ，树木越来

越密了，雪越来越厚了，

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好了。

林区人们的

生活，天天像

过年。

林区庆元宵
□尹善普

雪打灯（纸本水墨） 史国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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