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 孙艺凌
文苑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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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风

跨 文 化 对 话 的 序 章跨 文 化 对 话 的 序 章

2024年10月1日，当飞机降落在曼彻

斯特国际机场时，我未曾想到，这次为期3

个月的访学之旅将以一场跨越文化鸿沟的

艺术展演收尾。作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白山满族撕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带

着30年的艺术积淀，与4位同事共同踏上了英

国雷克瑟姆大学这片学术沃土。

雷克瑟姆大学（格林多大学）始建于1887

年，这座拥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群的公立大

学，其艺术学院在威尔士地区享有盛誉。在与

艺术学院主管史蒂夫·贾维斯（Steve Jarvis）

的初次会面中，这位满脸胡子、小眼睛的睿智

男人对东方艺术的浓厚兴趣令人印象深刻。

当我们展开那幅15米长的《金刚经》时，他反

复调整观看位置的动作，像极了一个发现新

大陆的探险家。

展 厅 里 的 中 国 心 跳展 厅 里 的 中 国 心 跳

2024年12月3日，“张杰撕纸艺术

展”在雷克瑟姆大学主校区画廊正

式开幕。展厅入口处悬挂的《弟

子规》在射灯下投射出细密的

阴影，仿佛纸面游动的龙

鳞。50件作品分为四个

主题展区：教育题材

的《弟子规释义》

系列用抽象线条解构经典；传统诗词意境区以

留白手法营造诗意空间；民俗展区里，《人参故

事》用连环画形式讲述长白山传说；最受欢迎

的吉祥符号区，不同字体的《福》字组成红色矩

阵，引得不少观众在此合影。

每周一下午的现场演示成为展览的亮点。

当英国学生看到一张红纸在指间翻折撕扯，转

瞬变成活灵活现的生肖动物时，此起彼伏的

“Amazing”在展厅回荡。有位建筑系学生连续3

周到场，最后用3D建模软件模拟撕纸过程，这种

跨学科的互动远超预期。

超 越 纸 张 的 对 话超 越 纸 张 的 对 话

展览期间最动人的时刻，发生在12月15日

的午后。副校长利安·埃利斯（Leuan Ellis）教

授驻足《弟子规》前良久，这件耗时3个月创作的

作品，每个文字的纹路都清晰可辨。当我即兴

撕出他的侧面剪影时，这位素来严肃的学者孩

子气地对着光线端详，连声赞叹“这简直就是光

的魔术”。

赠予3位教师的定制作品更引发连锁反

应。收到《桃李满园》的伊冯娜（Yvonne)教授，

次日便带着学生前来研习撕纸技法；获赠《潜

心育人》的莲（Leigh Ann)主任，将其装裱在国

际处接待厅；最有趣的是收到《静》的萨利

（Sally)，这位艺术史讲师专门撰文分析撕纸

中的阴阳哲学，文章后来发表于《雷克瑟姆校

园评论》。

文 化 镜 像 中 的 反 思文 化 镜 像 中 的 反 思

在威尔士阴晴不定的冬日里，这场

展览成为观察中英文化差异的棱镜。英国同

事的工作节奏确实较为悠闲，但他们对流程

规范的坚守令人钦佩。有位清洁工人在闭馆

后仔细擦拭每块展板，这种对艺术的尊重不

分职业。

观众的热情超乎想象。有位老妇人每周拄

拐前来，最后一次带着放大镜细看《满族婚俗》

的纹样；艺术学院的师生自发组织工作坊，尝试

将撕纸技法融入版画创作；更有多家当地媒体

要求采访，让“撕纸”这个生僻词汇首次出现在

威尔士语报纸上。

纸 间 行 走 的 文 化 使 者纸 间 行 走 的 文 化 使 者

闭幕日当天，史蒂夫·贾维斯（Steve Jar-

vis）送来一本特别留言簿。翻看那些用不同语

言书写的感言，我忽然明白：当利安副校长捧着

剪影如获至宝时，当学生们争相体验“手撕汉

字”时，这已不仅是艺术展览，而是文明基因的

奇妙共振。

30年纸屑纷飞间，我始终坚信手的温度

能融化文化坚冰。这次展览共吸引3000多人

次参观，举办4场工作坊，促成1项校际合作

意向。那些在展厅闪动的手机镜头，那些在

工作坊沾满纸屑的指尖，都在续写着千年的

撕纸传奇。

归国前夜，雷克瑟姆飘起细雪。展厅墙面

上残留的胶痕，像极了撕纸作品的边缘曲线，

这让我想起《道德经》所言“大巧若拙”，最质

朴的手工技艺，往往能搭建最坚固的文化桥

梁。当飞机再度掠过英伦三岛上空时，我知

道，那些纸间绽放的中国故事，正在异国土壤

生根发芽。

我 在 英 国 办 展 览我 在 英 国 办 展 览我 在 英 国 办 展 览我 在 英 国 办 展 览
□张 杰

“棒槌！棒槌！”随着父亲高亢嘹亮的喊山声，我从睡梦中醒来了。

喊山是一种习俗，放山人在山里发现了人参就会隔空高喊，告诉同伴

——发现人参了！

棒槌是人参的别称，听着亲切，叫着顺口，放山人都是这么称呼这种

被称为仙草的神奇植物。我5岁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我家开始种人

参，参农成了父亲的标签。直到2008年父亲年纪大了，进城和我一起生

活。30多年的浸润，也让我和人参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多数人家种地，我们叫粮农，少数人家种人参，

我们叫参农。粮农每年秉承着春种秋收冬藏的节奏生活着。春天播种，

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猫冬。忙，每年只是忙一阵，秋收之后都是闲

暇。而参农的一年四季都是在不停地忙碌着，为了生活，为了最后的丰

收。

初春，春寒料峭。粮农还在猫冬的时候，村里的参农就早早地开始

了一年的准备工作。人参种植周期一般是5—6年，为了能够循环不断地

种植人参，父亲每年都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参地。新的参地就意味着新的

投入，种子和参栽子自不必说，那是父亲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作为家庭成

员的我则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打帘子。把一根根干枯的向

日葵秆儿用铁丝逐根绑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长约3米宽约两米的折叠

帘子，用来给人参遮阳。小学寒假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件事，每当

小伙伴来喊我出去滑爬犁，看着码成小山一样的向日葵秆儿，我只能悻

悻地和小伙伴说再见，独自在没遮没挡的室外忍受着初春的寒冷。

盛夏，炙热无比。人参就像个金贵的娃娃，即便再热也不能让人参

娃娃晒着。除了需要给它苫上帘子遮阳，还需要给它在稀疏透光的地方

弄一些带叶的小树枝遮阳。参地多是在野外丛林里面开辟出来的，远离

村屯。看参地是为了防止白天有人或者是小动物搞破坏，所以我的任务

就是白天去参地看参。这是一项极其枯燥的事情，运气好的时候会有小

伙伴的陪同，既可以聊天又可以壮胆。但多数时间是独自一人，没有哪

个小伙伴愿意陪我顶着大日头尬聊。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胸前挂着一个带盖子的玻璃罐子，身后

拖着几根遮阳用带叶的树枝，头顶着烈日，冒着被太阳晒伤的风险，顺着长长的参地马道（人参垄与

垄之间的过道），看到透光的地方就用身后的树枝挡上。遇到蚂蚱，则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

放到胸前的玻璃罐子里。那时候的蚂蚱很大、很多，半个下午就可以收获满满一罐子的蚂蚱，回家

后择洗干净，用油一烹，酥脆干香，至于太阳炙烤留下的皮肤灼伤都在唇齿留香间被遗忘。

金秋，天气转凉。每年这个季节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收获满是憧憬。但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意味着一个支离破碎的中秋节。每到放学或是休息日，我都会被父母拽到参地

里面帮忙。挑拣人参、撑麻袋，虽然不是体力活，但是对于正处于贪玩年纪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尤其是想到中秋节的夜晚父亲还要连夜加工人参，所谓加工就是将人参煮熟的过程，母亲则是拖着

疲惫的身子忙着捡拾人参，而我则需要时不时地被父母喊来打下手。那个时候的中秋节于我而言

少了一些祥和与温柔，多了一些繁忙和琐碎。

寒冬，冷风刺骨。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是没过膝盖的大雪和父亲永远烤不干的棉鞋。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生活在东北的农村人来说是快乐的猫冬季节，没有繁重的田间劳作，没有缺

衣少食的烦恼，有的只是满仓的粮食和鼓鼓的钱袋，打牌、喝茶、唠家常、嗑瓜子成了生活的主旋

律。但这一切和参农无缘，参农需要在这个季节为来年的新地备料。

冬天，父亲都会去山上砍伐一些适合搭建人参棚子的木桩，在过膝的积雪中蹒跚前行。我偶尔

也会和父亲一起上山，做一些拖拖拽拽看堆儿的事情。感受着刺骨的寒风，也享受着在皑皑白雪的

树林里，仰望天空的那份宁静。天空的水洗蓝，蓝得豁亮，蓝得通透，在静谧的树林里喊上几嗓子，

听着满山的回响，偶尔也会惊起几只飞鸟。

冬天不冻效力人。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意思是冬天只要干活运动就不会感到寒冷。在树林里

来回不停地拖拖拽拽丝毫感觉不到寒冷，但是坐在牛爬犁上回家的途中脚底就会传来了刺骨的

冷。低头看，脚上的棉鞋在内热外冷的环境中冻成了坨儿。整个冬天，父亲的棉鞋成了家里火炉上

的“常客”。

时过境迁，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参农不再像父亲那代参农那么辛苦。可以无限循

环使用的铁桩代替了一次性木桩，监控探

头替代了人工巡逻，特制的遮阳布替代了

传统的向日葵遮阳帘，电控蒸煮一体机替

代了早期的人工蒸煮。这些改变解放了人

力、增加了效率，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少

了点什么。每当山风掠过智能温室的钢

架，我总觉得那呼啸声里，还回荡着父亲当

年在白雪皑皑空旷的树林里用斧头敲击高

大树干的声响——那是大地的心跳，是山

林与种参人最古老的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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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滔

1959年，长影完成了25部影片。

在这些影片中，《笑逐颜开》远没有《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

花》《战火中的青春》知名，但《笑逐颜

开》的片名着实来之不易。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3楼的展柜里，

有3张稿纸，是电影《笑逐颜开》征集片

名的材料。该片摄制组提出了《百女绣

楼》《满庭芳》《笑逐颜开》等10个名字；

经社会征集，群众提出了《姊妹们》《春

暖鲜花遍地开》《女工之歌》等

44个名字。

在摄制组所提供片名的

右侧，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

厂长袁小平写道：“亚马、张望

同志：苏云等同志认为仍不如

‘娘子军’为好。我认为‘百女

绣楼’与‘满庭芳’均可，请你

们考虑一下，快些定了为好。”

时任长影厂长的亚马和

副厂长张望，既没有采用苏云

等同志看好的《娘子军》，也没

有采用袁小平看好的《百女绣

楼》《满庭芳》，而是与大伙反

复商议，最终选用了《笑逐颜

开》。不难看出，长影人在艺

术创作上的民主，以及对待工

作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精

神。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群众

提出的片名中，有一些也挺有

个性，比如《谁？》，只有一个

字；《妈妈爸爸不要吵》，选用

了孩子的口吻；《同志！你错

了》，完全口语化；《走出厨房

的人们》《厨门关不住》，很贴

合一群女同志挣脱家庭束缚、

参与社会建设的剧情；《少女

的心愿》，则多了些商业色彩。

《笑逐颜开》，以哈尔滨市

一建第一妇女建筑工程队为

原型，反映了广大妇女参与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由丛深

编剧，于彦夫导演，张圆、任

颐、黄玲、叶琳琅、金迪主演，

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哈尔滨电

影制片厂合拍。演员阵容强

大，竟有两个全国“二十二大

电影明星”，即张圆、金迪。

说到“二十二大电影明

星”，了解相关背景的人不太多，能把这

22人说全的人恐怕就更少了。这是一

次电影界的评选，是周恩来总理在

1961年提议并亲自审核，最终由当时

的文化部确定了22位电影明星，即上

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

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

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

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

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

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

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

虽然当时长影只有4人入选，但是

这22人中，有很多人在东影（长影的前

身）或长影初登银幕，比如陈强、于蓝、

于洋、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等。

1995年，导演、制片人江平建议在

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举办地大光明

影院，重新悬挂“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

巨幅照片。在《影人忆述·难忘的张圆

和于彦夫》一文中，江平对张圆有过这

样的描述，现在读来仍能感受

到老艺术家的谦和与朴实：

为了找到一套完整的“22

大明星”图，我跑遍了上海所

有影剧院，结果一无所获。好

友王炎先生告诉我他收藏了

一套明星图，找来一看，却少

了金迪和张圆的照片。我打

电话给张圆老师请她寄原照

以便放大，没想到数日后，她

自己将照片放大至 20 寸寄

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将照

片放大至 2米。闭幕式上，

“22大明星”中健在者悉数到

齐，那是多年后他们第一次看

到自己的照片在电影院公开

集体亮相，个个激动万分。张

圆站在自己当年的照片下，老

泪纵横，感慨万千：“都老了，

但你们这些孩子还记得我们，

真不容易啊！”

1955 年，张圆在长影电

影《祖国的花朵》中饰演冯老

师，深受大众喜爱。在《笑逐

颜开》里，张圆成功饰演何慧

英这个角色。后来，《笑逐颜

开》中张圆的那幅经典剧照，

还成了1959年第19期《大众

电影》的封面，足见大众对她

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笑逐颜

开》的主演张圆和导演于彦夫

是两口子。二人类似这样的

合作，还有于彦夫导演的《徐

秋影案件》，张圆在片中饰演

国民党特务邱涤凡。

后来，在于彦夫的引导

下，张圆从台前走向幕后，由

演员变身导演。张圆、于彦夫

联合导演了《16号病房》《黄

山来的姑娘》《鸽子迷的奇遇》《陆军见

习官》《中国的“小皇帝”》等电影作品。

张圆还和薛彦东联合导演了电影《红牡

丹》，该片让姜黎黎一夜成名，影片插曲

《牡丹之歌》更是经久不衰。

2000年8月，张圆走了；2005年11

月，于彦夫也走了。但看过张圆、于彦

夫电影作品的人，都忘不了这对影坛伉

俪，忘不了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所作出

的贡献，忘不了他们在台前幕后“笑逐

颜开”的样子。

从
一
次
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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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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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副校长利安·埃利斯（Leuan Ellis）教授撕剪影

为进一步挖掘吉林省优秀儿童文

学新人新作，促进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创

作与发展，为青少年儿童提供更丰富的

精神食粮，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吉林

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现携手相关

部门，面向全省儿童文学工作者、爱好

者、中小学生征集儿童文学短篇佳作。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5月20日止，以

电子邮件收稿时间为准。

二、征文要求
1.政治立场鲜明。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同党中央有关文化工作的部署要求保

持高度一致。

2.贴近当今生活，能够反映新时

代青少年儿童精神面貌。

3.征集范围：童诗、散文、童话。

童诗不超过20行（组诗不超过三首）；

童话、散文不超过1500字。

4.作品应为原创，无版权冲突。

三、征文奖项
入选作品择优刊发，并颁发荣誉

证书；中小学生入选作者将获得纪念

品一份。

四、投稿邮箱
大 赛 组 委 会 邮 箱 ：

3767584309@qq.com

吉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吉林日报·东北风副刊

“文学吉林”微信公众号

长春日报·春光副刊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春市新华书店

2025年4月25日

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