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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这是一个“火热”的冬季，吉林冰雪热正在急剧升温，一片片洁白的

雪花如一封封诚挚的请柬。来吧，感受冬季松花江的魅力，来吧，到长

白山共同逐梦冰雪。10.5公里的冰雪松花江，北纬42度最美天然滑冰

赛道，不仅吸引着众多的冰上运动健儿，更引来天南地北的游客向长白

山进发，向松花江聚拢。

冰上陀螺冰上陀螺——千人挑战吉尼斯千人挑战吉尼斯

1月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在白雪覆盖千

里冰封的松花江江面上，一场特殊的挑战在这里开启，“最多人同时玩

陀螺”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陀螺，在北方又称冰尜、冰猴。从前，在关东大地上这是孩童们最喜欢

的一个游戏，如今的“50后”、“60后”乃至“70后”对抽冰尜是再熟悉不过了。

时光更迭、岁月流转，看吧，在靖宇县松花江上这场宏大的千人玩

陀螺挑战吉尼斯纪录场面火爆、气氛空前。1946人身穿统一样式的绿

色、红色关东花棉袄，在吉尼斯挑战验证官一声号令之下，一齐挥舞鞭

子抽动陀螺，气氛热烈场面蔚为壮观。靖宇是抗联故乡，是杨靖宇将军

战斗和殉国的地方，选取1946这个数字是为了缅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总司令、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1946年为纪念杨靖宇将军，濛江县

易名为靖宇县，靖宇人永远铭记抗联先烈，永远传承红色记忆。

5分钟，1946人挥动鞭子不停地抽动陀螺。在千人玩陀螺现场参加挑

战赛的人们大多是“80后”、“90后”和青春年少的“00后”，在挑战前的练习

期间，他们好像穿越了时空，更加感受到了关东冰雪文化的魅力。五分钟

的挑战告捷，当吉尼斯验证官宣布：挑战成功!现场的1946人尽情地欢呼、

跳跃，共同庆贺。同时，这场特殊的挑战也拉开了2024首届中国·吉林松

花江滑冰马拉松挑战赛的序幕，鞭儿抽打陀螺发出的脆响好像冰上马拉松

的发令枪，飞速旋转的陀螺承载着人们的梦想、希望和祝福奔向远方。

雪谷市集雪谷市集——松花江上品年味松花江上品年味

走进坐落在松花江畔的映山红广场，你会感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浓浓的关东大年味。

那边参加冰雪马拉松挑战赛的各

路健儿正在热身，等待发令枪声响起，

这边松花江年货大集——雪谷市集已

经火热开市。

“松花江上第一滑，穿越祥瑞一整

年”。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鱼跃龙门超

级大滑梯，这条雪滑梯高度约20米，总

长度约521米，雪滑梯呈盘旋形，如雪

中一条巨龙。拿上雪圈，登上最高处，

伴随着一声声的尖叫，穿越锦鲤鱼灯

秀，滑过梦幻福运长廊，化身锦鲤跃上

龙门，感受着滑行中的高低起伏，从高

处滑至江上冰面，让游客们体验了鱼跃

龙门的惊喜和刺激，欢笑声不绝于耳。

玩够了再去品尝美食，在雪谷市

集的木帮部落里到处散发着浓浓的关

东年味，红灯笼、花棉袄随处可见，具

有北方特色的年货琳琅满目。

喜爱关东美食的游客们在这里亦

步亦趋流连忘返。在一个冻货摊位，白山民俗传承人刘一正向过往游

客讲述着关东过大年存冻货的年俗文化历史。过去关东人过大年离

不开冻货，一进腊月门，一块块猪肉，一帘帘黏豆包，一筐筐冻梨、冻柿

子就在仓房或者天然冰箱——冰缸里瓷实实冻了起来。到了除夕守

岁的时刻，一家老少围坐炕上“啃冻梨”成为除夕守岁的一个重要内

容，在立春当天或是除夕吃冻梨叫“啃春”，意味着一年都会神清气爽。

这里展现出来的满是东北风味的各色年货，也呼应着滑冰马拉松

挑战赛的另一个主题——吉地过年，吉祥如意。

燃情冰雪燃情冰雪——马拉松赛绽异彩马拉松赛绽异彩

1月30日，对靖宇县的王喆扬扬来说是她冰上生涯里难忘的一

天。这位只有13岁的小滑手已经多次在滑冰赛道上展现英姿，而这一

天她将与千名冰上健将一同竞技，第一次参加冰上马拉松赛。她说：

“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练习滑冰这项运动已5年，这次报名参赛就是想

要突破自己，争取在赛事中取得好的成绩。”

1月30日上午10时，首届中国·吉林松花江滑冰马拉松挑战赛暨

2024年全国全民健身大拜年主会场活动在松花江面鸣枪开赛。松花江

面上的滑冰赛道是国内室外最长的滑冰马拉松赛道，滑冰马拉松挑战赛

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户外滑冰赛事，滑冰马拉松设置半程马拉松、迷你

马拉松2个项目，报名人数近7000人，是目前国内在极寒天气举办的、参

与人数最多的户外赛事活动，参赛人数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放眼千里冰封的松花江面，经过主办方精心的准备，5条赛道巨龙

般呈现在冰雪健儿面前，滑冰赛道、滑雪赛道、雪地自行车跑道、冰上

龙舟赛道和冰上奔跑马拉松赛道像五条巨龙在松花江面并驾齐驱向

远方延伸。各路选手分别穿着冰鞋、跑鞋、雪板，划着龙舟、骑着自行

车，从各自起点共同出发，冰雪松花江面罕见地上演蔚为壮观的“五大

冰雪项目同框”的宏大场面。

朔风呼啸，阳光照在晶莹的冰面上，冰上马拉松挑战者在飞驰，银

色的山峦，银色的两岸，银色的天空，冰雪的魅力无穷无尽。松花江上

的冰雪盛宴不仅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全国各地的选

手，还吸引了来自尼日利亚、南非、巴

拿马等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参与各项赛

事。望着宽阔平展的冰上赛道，来自

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王佳乐说：“我来中

国六年多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冰

雪运动，我特别兴奋。”这些参赛队员

大多是来自赤道附近热带国家的留学

生，绝大多数更是第一次接触冰上龙

舟，他们对长白山冰天雪地奇观充满

着无限的期待和好奇。

在雪地自行车体验赛中，有一群

小选手，他们最小的 3岁，最大的 7

岁。比赛开始后，现场观众为这些小

骑手们鼓劲加油。他们是对冰雪有特

殊情感的孩子，也许未来驰骋冰坛的

健将和明星就将在他们中间诞生。

这是一场冰雪的盛宴，这是一场

关东冰雪文化、年俗文化的宏大展

现。冰雪马拉松让松花江热雪沸腾，

金山银山魅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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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培养了共和国地质人才的科学殿

堂，她是黄大年教授办公室那永不磨灭的

灯火，她是热播剧《人世间》里的吉春火车

站。如今，这里已成为集科研、办公、教学、

观光为一体的科学殿堂和旅游之地，长春

人亲切地称她——地质宫。

在长春市新民大街中轴线的北端，坐

落着一座青墙绿瓦、红柱白栏、崇阁巍峨、

气势恢宏的高台建筑。从伪满时期溥仪新

帝宫正殿地基上拔地而起，后作为长春地

质学院（现并入吉林大学）教学楼使用，70

余载时光倏尔流逝，地质宫和她的名字一

样，敦厚雅正，薪火相传，为共和国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地质人才。

乍暖还寒时，白雪掩映下的地质宫独

具一番凛然崇高的壮阔之感。湛蓝天幕下

的绿琉璃瓦顶上，落雪如珠，恰似雪中翡

翠、山间宝石，与红柱华墙交相辉映，欣欣

然让人不觉自醉。

以前只可远闻其名、远观其姿的地质

宫，今日终于能借着限时开放的“东风”，一

睹其内部的奥秘了！拾级而上的我不禁调

整呼吸，缓缓推开了地质宫的朱漆大门……

和亿万年前的生物遥遥相望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

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的有穷与

时间的无穷，这是一个恒久困扰着人们的

永恒话题。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

的感觉，但在地质宫一楼的地质博物馆，我

看到一种蠢蠢欲动、铭记生命饱满时刻的

勃勃生机，虽然那种恣意的张扬舒展状态

已经距今几亿年之久。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地球上曾有无数

生物在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地生活过，而它

们遗留给后世的，是那些被泥沙掩埋起来的

生命印痕，进而包裹成一块小小的化石。我

们的地质专家发现了它们，存储在地质宫博

物馆，进行科研、教学与科普研究。

驻足于一块块化石前，仿佛穿越时空，

和亿万年前的生命不经意间相遇——

1992年，孙革教授首次发现迄今最早

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中华古果”

“十字里海果”等。在这一枚枚化石上，似

乎能看到微风轻拂、花叶蔚然的样子，这几

朵最早的花儿，终于为世人所知；一尾尾灵

动游弋的小鱼，它们的鱼鳍鱼尾仍然清晰

可辨，乍一看，会以为这是哪位画家的水墨

大作，细细观之，才发现这不是人工雕琢，

而是大自然真实的记录，记录了那些小鱼

生命中的最后芳华。

“海百合”同样令人惊叹。远远望之，

像一枝枝扶疏参差的百合花，摇曳生姿，其

态万千。近距离观察，看见凸起扭曲的身

体，才惊愕到说不出话。海百合动物属棘

皮动物门，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海底动物。

最让人一见倾心、见之忘俗的莫过于

“朝阳中国蜓”。1.4亿年前，一只飞累了

的蜻蜓轻轻停驻休息，那时阳光熹微，草色

青翠，蜻蜓缓缓舒展翅膀……转瞬多年已

过，其间沧海桑田，云流沙涌，周围的生命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只有它化作了永恒。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1958年，在辽宁大城

子进行田野考察的张川波教授惊喜地发现

了这枚晚侏罗世的蜻蜓化石。当他把蜻蜓

从岩石上剥离的那一刹那，蜻蜓仿佛复活

了一般，明明上一秒它还在安然小憩，下一

秒周遭已略过了一亿多年。“朝阳中国蜓”

一经发现，便惊艳四座，成为地质宫地质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驻足于玻璃展柜前，仔

细观察，中国蜓两侧网状翼脉和石头早已

浑然一体，似乎还能扇动翅膀，在人们的遐

想中翩翩飞舞。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地质宫的恐龙

馆。仰望高达6米硕大的嘉荫卡龙化石骨

架，低头欣赏55厘米高的长春龙，生命的

千般姿态何其有趣，又何其神秘。流转间，

这些远古生物虽已退场，却为人类留下了

石油、煤炭、宝石等不可再生的珍贵馈赠。

不灭的灯火

临近地质博物馆出口的展柜前，摆放

着三个看起来毫不起眼、装着黑乎乎液体

的小瓶子。殊不知这里装的正是当年大庆

油田的第一口井——松基三井的原油！这

可是独一无二的绝品和珍品，更是地质专

家刻苦钻研的见证和荣光！

这些带着生命印痕、从远古沉淀而来

的化石和石油，更衬托出了个体生命的短

暂。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一代代的地

质人却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的科研精

神，用脚步丈量出了生命的宽度，用奉献和

大爱拓展了生命的深度。

缓缓走上地质宫洇满岁月的台阶，恍

惚间好像漫步在20世纪的时光里。在一

面复古的大镜子前，我伫立许久，那是20

世纪70年代的毕业生献给母校长春地院

的。凡是在地质宫里工作学习过的人都对

这座敦厚、浑朴的建筑感情非凡，地质宫是

他们凝聚力量的所在。科教兴国，实干兴

邦，从地质宫走出来的地质人，在长白山，

在阿尔泰，在北极村，在西沙群岛……都留

下了他们勤勉认真、不断钻研的身影。

黄大年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地质宫507房间，这里是黄大年教授

生前的办公室。从1977年入学，到2009年

在校任教，再到2017年1月8日与世长辞，

黄大年在地质宫那永不磨灭的灯火，就是

从这里，慢慢传递到全国。

在黄大年纪念馆，回首黄大年中学时

代画过的画，博士毕业穿过的西装，工作时

用过的电脑，点点滴滴，睹物思人。黄大年

纪念馆有一处观众自发的追思展板，上面

贴满了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纸笺：

“黄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按照您

生前的安排，为地球物理交叉学科的发展

奋斗，哪怕是奋斗终身！”

“我长大要做科学家，我要好好学习！”

……

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背后，是地质

宫里这样一群潜心研究、心怀赤诚的专家

学者们的默默耕耘。黄大年教授的雕像

前，不断有参观者自发地鞠躬、献花。地质

宫的灯火啊，今天仍在我们的心中，长明不

熄……

熠熠闪光的地质宫

从黄大年纪念馆出来，我转换情绪，在

纪念品处购买了集合吉林大学6个校区的

彩绘明信片。看着周围等待盖印章的男女

老少，听着天南地北的人们热情的声音，不

由感叹：长春地质宫火出了圈儿！

前几年热播剧《人世间》中那个朱红明

柱的吉春火车站就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座

明艳大气的建筑，如今，作为长春老坐标之

一，地质宫不光为本地人，还为慕名而来的

南方小可爱们带来了一次深层次的人文体

验和交流。南来北往的参观者无不沉醉在

这座青砖碧瓦、朱漆廊柱的地质殿堂里，和

时光长河里的许多“生命”匆匆一见，又匆匆

别离，铭记了每一个生命最饱满的状态。或

许，生命的厚度是岁月长河里的一次石化，

是一代代人们刻苦钻研的默默奉献，也是生

命见证、永不熄灭的科学之光。

在推开厚重古朴的地质宫大门准备离

开时，我向前远眺，发现竟可极目半个春城

的美景和冬日南湖风光。突然想到，70多

年来，一代代从地质宫走出的师生，也是从

这里，奔向了为国为民、更加壮阔的科学人

生……

再见了地质宫！

我吱嘎吱嘎地走在雪地里，不禁拿起

印有地质宫插画和印章的明信片，回身和

这座由一代代地质专家用知识、人格、风

范、涵养深深浸润着的学府，来了一张合

影——蓝天之下的地质宫斑斓独具，孔雀

翎般的碧瓦与漆红廊柱流光溢翠，熠熠闪

光。那是回望远古时代的生命之光，又分

明是此刻我们心中蓬勃的理想之光！

在地质宫 与生命相遇
□鲁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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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吉祥之林，长春之城。这是无论

何时听到、看到、想到都会自心底生出温暖安稳

的名字，这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近年家中两个娃娃刚好是亟须“被溜”的年

纪，感谢他们带来了好多让我离开“两点一线”、

好好逛逛桑梓之地的机会。很多个阳光正好或

是晚风徐徐的周末，开着车，带着孩子们，悠悠

穿过半个城市去到某个我也仿佛十几年没去过

的地点，车窗外流动的街景时而熟悉时而陌生，

却是常常翻滚杂糅着历史的厚重和新锐的蓬

勃。耐心给孩子们慢慢讲述长春的点滴，同时

也似是在与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对谈，思绪渐

远——知之愈深，热爱愈笃。

(一)

我想每座城市都有一条街，不仅本地人熟

悉，外地人也或有耳闻，是城市的“名片”，长春

的“名片”就是人民大街。在我记忆中最初的人

民大街是唤作“斯大林大街”的，它贯穿着长春

整个城市，仿若“中轴线”一般，似乎每一名长春

的小学生都会在某一篇描写家乡的作文中用力

夸赞过它，“平坦如砥的路面”“鳞次栉比的楼

宇”“长春儿女的骄傲”，它就是这样一条对长春

人无比重要的“百年老街”。

在人民大街上慢慢开车，等待红灯时降下车

窗闲看过往行人，陌生的面孔反而带着些熟悉。

许是雨后空气潮湿得正好，各色建筑流光溢彩，

黑松及杨树、柳树葱翠，在这一瞬间顿觉心跳、呼

吸都开始与城市渐渐共鸣，然后清晰地爱上这条

写满了“长春”的人民大街。

(二)

长春是无愧“森林城”这一美称的，遍布城

区大大小小广场公园各具特色、各得千秋。南

湖公园于我可说得上是特别的存在，细想来，童

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就当属坐落于南湖的长春解

放纪念碑。纪念碑台基南面，利用地形高差设

置了3米多高、22米宽的浮雕墙，其两侧布置了

11米宽的台阶。纪念碑基座分两层，上层为边

长10.18米的正方形，下层为边长19.48米的正

方形，意寓1948年10月18日长春解放。碑身

在当年的设计中极富创新，花岗岩板饰面，造型

简洁有力，色彩明朗肃穆，高耸的“M”字造型仿

如一扇通往未来的时光之门，彭真亲自题写“长

春解放纪念碑”，以此纪念为长春解放而献出宝

贵生命的人民英雄。

最好是秋末冬初的时节，来到南湖公园会

更加寻味出老长春的韵味，白桦林、四亭桥，目

之所及是秋日五彩斑斓的颜色和初冬略带凛冽

的清冷。风自林间而过，落叶沙沙作响，湖面不

知是不是开始冻结起冰凌，细听竟然有噼啪叮

当、清脆如铃的金属声。逛公园的人却是不多

也不少，老人和娃娃，笑语欢声，自是一片岁月

静好。

(三)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必是我的母校最后不得不提及的必是我的母校，，吉林大吉林大

学学。。

长春有句广为流传的话长春有句广为流传的话，，说说““美丽的长春坐美丽的长春坐

落在吉林大学校园里落在吉林大学校园里””。。懂得自然懂懂得自然懂，，这是长春这是长春

人都会莞尔一笑的小幽默人都会莞尔一笑的小幽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也从一个侧面印证

了吉林大学与长春这座城市无法分割的联系了吉林大学与长春这座城市无法分割的联系。。

有幸在此读书有幸在此读书77年年，，后又留在家乡参加工后又留在家乡参加工

作作，，常伴吉大左右常伴吉大左右，，尽赏学府内外别样的景致尽赏学府内外别样的景致。。

开学之际开学之际，，军装和绿荫是主色军装和绿荫是主色，，润泽繁盛润泽繁盛、、盎然盎然

挺拔挺拔，，朝阳校区的绿瓦映衬翠绿的草坪朝阳校区的绿瓦映衬翠绿的草坪，，可爱的可爱的

大一新生同可爱的绿色一样令人心生欢喜大一新生同可爱的绿色一样令人心生欢喜；；初初

秋来临秋来临，，朱墙红亭与晚霞枫叶争相斗艳朱墙红亭与晚霞枫叶争相斗艳，，南湖校南湖校

区博雅亭的红区博雅亭的红，，浓艳炽热浓艳炽热、、绝代风华绝代风华，，有如学子有如学子

的青春的青春，，恣意绚烂恣意绚烂；；深秋将至深秋将至，，夕阳下的古楼与夕阳下的古楼与

满树金叶都是那样细腻温暖满树金叶都是那样细腻温暖，，明媚浪漫明媚浪漫，，余晖下余晖下

的南岭校区遍开了金黄的菊的南岭校区遍开了金黄的菊，，彰显百年学府的彰显百年学府的

意蕴悠长意蕴悠长；；天朗气清天朗气清，，蓝天之下碧色的湖水蓝天之下碧色的湖水，，澄澄

澈蔚然澈蔚然，，透着静谧内敛透着静谧内敛，，前卫校区的夜色中总有前卫校区的夜色中总有

人行色匆匆人行色匆匆，，那是追梦的脚步坚定有力那是追梦的脚步坚定有力、、永不停永不停

歇歇；；冬雪飘落冬雪飘落，，白云与霜花都美得纯洁无瑕白云与霜花都美得纯洁无瑕，，冰冰

雪中新民校区是那样敦稳睿智雪中新民校区是那样敦稳睿智、、沉静美好沉静美好；；冬去冬去

春来春来，，桃花桃花、、杏花如粉红色的梦幻一样甜美烂杏花如粉红色的梦幻一样甜美烂

漫漫、、繁花似锦繁花似锦，，和平校区的严肃平添许多活泼和平校区的严肃平添许多活泼，，

青春的面庞此刻尽显风流潇洒青春的面庞此刻尽显风流潇洒、、无限旖旎无限旖旎。。

吉林的长春沉淀着底蕴吉林的长春沉淀着底蕴，，长春的儿女升腾着长春的儿女升腾着

情怀情怀。。

我只想做这城市的一点萤火我只想做这城市的一点萤火，，为我的故乡为我的故乡

汇聚成不灭的星河汇聚成不灭的星河。。

我的故乡
我的城

□于霄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