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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惠市沐德街66号，一座历经百年风雨的俄式

建筑静静伫立——德惠市博物馆，当地百姓俗称“大

白楼”。这座建于1903年的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者，更是德惠市文化的瑰宝，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

八方来客。

推开那扇墨绿色的拱门，砖红色的地板泛着古朴

的光泽，俄式建筑风格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大白楼宛

如一位沧桑而优雅的智者，静静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与沧桑。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建筑，大白楼曾是俄侨中

学、铁路职工宿舍、军队指挥部等，在岁月更迭中始终

发挥着作用。如今，它以博物馆的身份重新焕发光

彩，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更成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是一座小而精的

精品博物馆。

德惠市博物馆规模不大，但精品不少。博物馆内

藏有各类文物1194件，其中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6

件，三级文物39件。这些文物跨越了从新石器时代到

近现代的漫长历史，涵盖了陶瓷器、玉石器、金银器、骨

角器等多个类别，每一件都是时光的沉淀，引领着参观

者穿越时空，领略德惠悠久的历史。

在一楼的基础陈列展览《德惠古韵 千年华章》中，

通过“文明曙光”“汉风唐韵”“辽金盛世”“明清旧影”

“民国风云”五个部分，系统展示了德惠地区各个历史

时期的文化风貌。特别是那件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汉代

的红陶双耳罐，以其精美的造型和独特的历史价值，成

为德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德惠市博物馆馆长毕

宝石介绍：“这件红陶双耳罐，出土于王家坨子古墓群，

不仅展示了当时高超的制陶技艺，更是研究原始社会

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丰富的藏品外，德惠市博物馆还注重与观众

的互动体验。在二楼的中东铁路专题展区，通过复原

场景、历史图片、文物实物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中

东铁路的修建历程及其对德惠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影

响。此外，博物馆还设置了模拟火车行驶等互动环节，

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变迁。

在教育功能方面，德惠市博物馆更是不遗余力。

自2022年 12月 9日开馆以来，博物馆已接待群众超过

10万人次，其中包括政府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多个

群体。特别是博物馆经常举办的进校园、进社区等宣

传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大地提

升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今年春节期间，该博物馆

举办了“德惠冰雪节”系列活动和“2024年生肖灯展”，

吸引了数万名市民前来参观体验。

德惠市博物馆不仅仅是一座展示文物的场所，更

是一座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阵地。在毕宝石看来：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该承担起传承和弘

扬地方文化的责任。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

人了解德惠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德惠的独特魅力。”

正如大白楼这座建筑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与故事一

样，德惠市博物馆也在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过

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它就像一本厚

重的史书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去感悟；也像一座桥梁连

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德惠，不妨走进这座“宝藏”大

白楼，去感受那份来自历史的温度与力量。

一砖一瓦皆故事 一步一景皆历史
本报记者 郭悦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日前，2024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发布活动在长春文庙广场举办。活动中，京剧小演员带来的京剧联唱《小

戏迷》，获得了现场观众和市民的好评。这些可爱的京剧小演员来自延吉

市春光小学校“春蕾”京剧社团，带队老师告诉记者，该社团现有成员70

余人，校内累计有1100余名学生参加过社团活动。

延吉市春光小学校有着90余年历史，生源大部分为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朝鲜族、满族、回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占

学生总数的12%。为了让多民族文化、习俗在校园里交流融合，让孩子们

能够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2010年，延吉市春光小学校与延边州

京剧协会合作，让京剧正式进入学校，开辟了我省“京剧进校园”活动的先

河。2013年，延吉市春光小学校被评为“延边少儿京剧特色学校”，京剧

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为学校题词“京剧教育，春光基地”。2014年，省戏曲

剧院京剧团与学校签约共建，省戏曲剧院院长、京剧高派传人倪茂才被聘

为名誉校长。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详……”伴随着铿锵有力

的唱腔，教室内，几十名学生有节奏地摇晃着小脑袋，有的学生还轻声附和

跟唱，这是该校的一堂音乐课。为了让京剧特色教育落到实处，该校将京

剧纳入音乐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上欣赏京剧名家选段，学习京剧相关知识，

有兴趣和意愿并想进一步进行专业、系统学习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学校依

托“乡村学校少年宫”组建的“春蕾”京剧社团。社团分为唱腔、乐器、身段

三个小组，由延边州京剧协会的专业教师到校为学生授课。

几年来，“春蕾”京剧社团培养了大批“小戏迷”，唱响了不少经典唱

段。为了保障社团学生能够沉浸式、专业性地开展活动，延吉市春光小学

校修建了京剧训练室、排练厅、道具室、化妆室、乐器室，购置了柳琴、月

琴、京胡、京二胡等70余件乐器和上百套专业服装，如今已达到自奏、自

唱、自舞的程度。此外，学校的长廊、文化墙以及教学楼各楼层，也都随处

可见戏曲元素，校内“乡村学校少年宫”开设的剪纸、盘画、五彩脸谱等社

团活动也都与京剧相融合。

“老师，我好紧张，怎么办？”“放松，马上就到你上台了。”“老师，刚才

台下有人喊‘好’呢，掌声好响啊，是给我们的吗？”“没错，你们是最棒的！

这些掌声都是送给勤奋练习的你们的！”……在长春文庙广场的演出中，

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发出充满童真的提问，带着兴奋与开心来回忆站在

舞台上的感受。

随着学校特色办学的多样化延伸和京剧社团的发展壮大，孩子们也

走上了更大的舞台，中央电视台《大手牵小手——牵手延边》栏目组曾拍

摄该校学生的京剧演出，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组走进学

校录制《戏曲进校园》节目，“春蕾”京剧社团还受邀参加“盛世延边情”首

届全国少数民族京剧票友邀请赛……延吉市春光小学校的孩子们，在抑

扬顿挫中感受戏曲的传统韵味，在唱念做打中磨练意志与品行，在生旦净

末丑中开阔视野、明辨是非。现如今，学唱京剧已经成为延吉市春光小学

校学生们眼中的时尚引领，梨园之花正在这所校园里馥郁芬芳。

京剧进校园 唱响好“春光”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日前，我省两大地方戏曲

剧种——吉剧和满族新城戏，分别推出全新剧目吉

剧《积德泉》与满族新城戏《高风元辅范文程》，进一

步丰富了我省舞台艺术创作成果，用具有吉林地域

特色的艺术形式展现吉林文化内涵。

由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吉剧

《积德泉》是2023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

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以深情的历史叙事、鲜明

的人物塑造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歌颂了以“二奶奶”

为首的齐家人在面临侵略与压迫时，奋起反抗、慷慨

赴义的爱国精神。

《积德泉》是我省首部以吉商为题材创作的吉剧

剧目，该剧将吉林长春百年老字号企业“积德泉”酒

厂的发展历程作为吉商和吉林人的缩影，通过“积德

泉”从清末、民国到伪满三个时期的沧桑变故，映射

了吉林的历史变迁和地域文化。在保留吉剧独特的

唱腔、身段和表演风格等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吉剧

《积德泉》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为观众展开了一幅

白山黑土的特色风情画卷。据该剧导演李滨介绍，

《积德泉》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上环环相扣，力求

抓住观众目光；在音乐上，立足吉剧传统特色，借鉴

评剧、黄龙戏、黄梅戏等剧种的音乐元素，既具有吉

剧本身特色，又能够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在舞

美设计上，以大写意、留白的方式凸显人物，给演员

留足表演空间；在整体呈现上，利用影视、话剧等艺

术形式的表现方式，将视觉美感与人物塑造结合在

一起。

吉剧《积德泉》是在剧本创作之后，经过160余

名演职人员一年多的筹备排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省戏曲剧院副院长、吉剧团团长张思光表示，参与这

部剧的演员普遍比较年轻，对他们而言既是压力，也

是动力，全体演职人员在排演这部剧的过程中有了

明显提升。“我们会继续对这部剧目进行细致打磨，

将其打造成吉剧的保留剧目，成为一部‘唱得响、留

得住、传得开’的作品。”张思光说。

满族新城戏大型历史剧《高风元辅范文程》由松

原市满族新城戏传承保护中心历时两年精心打造。作为2023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以清初重臣范文程的生平为

蓝本，生动展现了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范文程心系

满汉，以大局为重，凭借卓越的智慧和勇气，积极推动各民族间的平等、团

结、融合。

《高风元辅范文程》突出满族新城戏特色，在音乐上，以满族新城戏

“八角鼓”曲牌音乐为基础，融合汉军旗太平鼓音乐和东北民间音乐等，使

唱腔、音乐丰富立体，更好地表情达意；在表演上，将具有满族特色的舞蹈

与萨满单鼓、抓鼓等乐器相配合，烘托演出气氛；在舞台呈现上，采用中国

传统戏曲虚实结合的方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在剧目整体把握上，既有

激烈的矛盾冲突又有细腻深沉的情感交流，让剧情能够起伏跌宕，人物情

感能够错落有致。“希望这部剧目可以激发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为满族新城戏创造更多机会、注入更多活力。”该剧导演刘海波说。

据了解，此次排演《高风元辅范文程》，松原市满族新城戏传承保护中心起

用了许多年轻演员担任重要角色，中心负责人杨宗宇表示，从首演来看，这些

年轻演员完成得很好，这对于满族新城戏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

会进一步提升剧目细节，力争将其打造成满族新城戏的又一部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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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已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是开拓者。”有人

说他是黑土地上的“拓荒牛”；也有人说他是吉林地域文

化的守望者；还有人说他把吉林变成了一座博大、恢弘的

露天博物馆。他就是我省著名文化学者、民俗学专家曹

保明。

轻轻推开曹保明办公室的门，仿佛踏入了一所小型

民俗馆。根雕、剪纸、草编、木刻等民俗工艺品应有尽有，

每一件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记录着他深入山区、田野、

渔村的痕迹。屋内更多的是各种书籍，几乎占据了每一

寸空间，诉说着他的忙碌与执着。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那

略显陈旧的书桌上。曹保明伏在案头，全神贯注地投入

工作中，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他的头发有

些许凌乱，笔在他手中如同神奇的魔法棒，记录下一个个

珍贵的民俗故事。

“我75岁了，我要抢时间，把东北文化告诉世界。”刚

刚过完生日的曹保明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守护者，常年坚

守于东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挖掘、保护、传承、研

究工作，在他的世界里，没有退休、没有娱乐、没有享受，

甚至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被挤占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

心，无数次走进土房、窝棚，他说那就是他的“家”，他用自

己的行动，书写着对民俗文化的深情厚谊，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富矿。

田野与人文 梦开始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吉林大学任教的曹保明带学生

去采风。在当时的九台县档案馆，他发现一张发黄的纸

片提及“三江好罗明星……推翻日本火车，在尚家车站。

土改工作队特此证明”。可当地都认为“三江好”是作恶

的胡子头儿，曹保明疑惑，怎么会打日本火车呢？

于是，曹保明带着学生走屯串户，炕头上，油灯下，地

垅旁……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查阅了大量日伪档案。

一个血性汉子，一个蒙垢数十年的抗日英雄呼啸而出。

接下来，曹保明便奋笔疾书，写成4万字的《三江好传奇》

并连载于报刊，轰动一时。

后来的一天晚上，一位老军人敲开曹保明的门，进门

就含泪行军礼：“我是罗明星之子罗美庭。卢沟桥事变后

父亲去东北没了消息，‘文革’时很多人说他是土匪，这是

母亲生前最大的伤心事。多亏您为他正名，我把您的文

章和材料上报民政部，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曹老师，

谢谢您啦！”

此事对曹保明触动极大，他心想：“东北这么大，肯定

还有类似被遗忘的人和事。”从此，曹保明把发掘历史遗

存、抢救民间文化当作终身职业，他说：“我要让这些被遗

忘的英雄故事重现于世。”

有一年马上过春节了，火车站里曹保明背着行李卷、

挎着黄书包排队买车票。别人都回家过年，他却进山，因

为又发现了更多像土匪“三江好”一样的线索，他兴奋得

如同淘金者发现金矿，要去老乡家过年，用笔记录下一个

个鲜活而感人的故事，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文化宝藏。

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说：“每逢年节，阖家团聚，

我知道有一个人却在路上，他就是曹保明，东北的许多文

化是被他抢救、保护下来的。如果中国多几个曹保明，我

们的文化将会保护得多好啊。”

那时，曹保明并不完全理解所探寻文化的价值与保

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是单纯地被田野人文

吸引，当时社会也少有人理解他，现在看是时代选择成就

了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记录历史文化的良性道路。

抢救与挖掘 探寻吉林文化富矿

起初，曹保明只是打算到生活里寻找一个个“三江

好”，可是万万没想到，东北的文化原来这么丰富，他发现

了一个琳琅满目的文化富矿，无数文化珍宝在那里闪烁

着光芒。《郑发菜刀》《孟氏接骨》《董氏药膏》《赵小孩》《李

连贵大饼》《老韩头豆腐串》……这些极具可读性的地域

文本，是鲜活的、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故事。

随着著作一部接一部地问世，曹保明越来越坚信东

北文化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他深知，这些文化

如果不加以保护和传承，就会像流水般消逝在历史的长

河中。

曹保明见证了许多非遗传承人的苍老与离去，深感

重任在肩。“延边朝鲜族故事家黄龟渊在病床上对我说，

曹老师，你快点来，我还有故事！二人转老艺人也对我

说，曹老师你咋还不来，我心里还有金疙瘩啊！”有的时

候，曹保明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传承人时，传承人已经过世

了，这让他悲痛万分，并把悲痛化为强大的动力。他常常

对自己说：“曹保明，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轮子，日夜旋

转，你太慢了，你再快点吧，你快点走到传承人的跟前，去

抢救挖掘他们的文化吧！”

他集中抢救、挖掘、梳理和表述了森林文化、渔猎文

化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让长白山地域文化和松花江、

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文化有了坚实的依托和传承的载

体。他记录下了长白山森林采伐、拖木、放排、森林号子、

渔猎、农耕等大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吉林西部，以查干淖尔冬捕渔猎文化为代表的民

族地域文化，更是曹保明献给人文中国的代表作。

上世纪90年代，曹保明发现一个独特村落，冬季村民

纷纷到冰面凿冰捕鱼。“那场景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曹保

明回忆说。此后连续3个冬季，他都与渔夫们同住在渔窝

棚、网房子里。“当时渔村不通车，我就在塔虎城雇了一辆

驴车，哪怕雪野冰原寒风呼啸，也要一次次去采访。”终

于，《最后的渔猎部落》问世，1999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

版且多次再版。2005年，该书在首届“徐霞客杯”全国散

文评选中获奖，曹保明与张贤亮、席慕蓉、王充闾等人一

同站在领奖台上，他说：“东北是一方时时在感动着人，人

一旦被它感动，又忍不住去感动别人的土地。”

梳理与传承 守望吉林地域文化

“我走到今天，主体的方向一直没有变，那就是田

野。”如今曹保明已古稀之年，但他仍旧坚持深入基层开

展田野调查，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吉林大地上。他常说：

“我对吉林的白山松水充满深情，我要不懈地讲好长白山

故事、吉林故事、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热爱我们的家乡。”

“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振奋和鼓舞，近五年我竟然出

版了33本著作。”曹保明感慨地说。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

个数字，可这就是他辛勤耕耘的成果。

多年来，曹保明笔耕不辍，累计出版160多部著作，字

数达2000多万字。近几年出版的《长白山故事档案》《寻

匠吉林》《冰雪丝路》《长白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吉林农耕

文化》等著作，在全国民间文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译成

英、日、韩、俄等多种外文出版，为我省地域非遗保护奠定

了理论基础。

“回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

一个字‘干’，不停下来。”曹保明说，他把别人吃饭和睡觉

的时间都用上了，每天凌晨三点多就起来写作，写到天亮

能写将近两万字，周而复始。曹保明利用一切时间在写

作上，只为把东北文化、吉林文化变成读本，让更多人了

解这片土地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一个人，即使再有力量，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

曹保明深知，文化发展需要方向，人才培养更是关键。

近年来，他每年坚持50场公益报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北华大学、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等都有他

的身影。在今年8月举办的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培训中，曹保明为数千名大学生作

了《鲜明的吉林地域文化特色》专题讲座，让很多大学生

惊叹吉林丰富的文化。“我的公益讲座特别多，是为了延

续我的感悟，让大家走我的路，和我一起去保护、传承。”

曹保明以自己的方式引领更多年轻人走进东北民间文

化的世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承担起

传承的责任。

如今，我省人参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曹保

明又一头扎到了人参文化的研究中。他遍寻吉林多地，

找到了100件珍贵的人参兆头，这些兆头不仅是他研究的

宝贵资料，更是他心中对人参文化的敬畏和尊重。

“人参是东北的瑰宝，也是中国的骄傲。”曹保明深情

地说，他计划在长春市建立长白山人参文化博物馆，推广

人参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它的神奇和魅力。“我希望通

过我的努力，让人参文化成为东北文化的一张名片，我相

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人参文化一定会走向世界，成为连

接东北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在曹保明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吉林人的坚守与

执着。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文化的满腔热爱和对

家乡的深情厚谊，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的人去关注、保

护、传承我省的民俗文化，让吉林地域文化花开不断、惊

艳世界。

记者手记

巍巍长白山和滔滔松花水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
如今的曹保明，已成为吉林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他
就像一本历经岁月流转、风尘仆仆的厚重书籍，每一页，
都镌刻着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生命
的求索。

他永远追寻、不断思索、执着向前的精神，他的丰富
与广阔，超出了言语所能触及的范畴。当记者尝试用有
限的文字去捕捉这份深邃，去描绘他精神家园的累累硕
果，无异于用细笔勾勒山川之壮丽，总觉得力不从心，难
以企及，唯以此文飨读者，共情，共勉！

吉林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与文化学者曹保明一席谈

本报记者 张丹 郭悦

▲75岁的曹保明正在伏案工作。本报记者 郭悦 摄

◀满族新城戏《高风元辅范文
程》剧照。 本报记者 裴雨虹 摄

▶吉剧《积德泉》
剧照。(图片由省戏

曲剧院吉剧团提供)

▶曹保明在进行田野调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