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长白山的晨雾轻抚过黑土地，松花江的浪花里翻涌的不仅是

水流，更是千年文化的密码。在吉林这片被自然厚爱的土地上，55项

国家级非遗与433项省级非遗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东北先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图

腾。其中，两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非遗项目，

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东北的文化底气。

日前，《非遗里的中国·吉林篇》在CCTV-1与央视频播出，主持人龙洋，中国文物学会

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歌手、演员张含韵，与吉林的非遗传

承人一起揭开了这些瑰宝的神秘面纱，带观众触摸那跳动在时光里的文化脉搏。

鼓点里的生命律动

朝鲜族农乐舞的古今对话

在延边的稻田埂上，伽倻琴的丝弦与鼓点撞出奇妙的共鸣，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就在这乐声中，将稻作文化

基因刻进每一个旋转腾跃的动作里——象帽舞、手鼓舞等十余种技艺的融合，是朝鲜族先民对农耕生活的诗意

重构。

“象帽舞大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明春，创造了“30秒内甩动32米双层彩带并完成44次跳跃”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用极致的技艺丈量着传统与现代的距离。节目中，他的弟子太永春挑战“30秒内甩

动33.4米超长彩带并完成44次以上跳跃”新纪录，更像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接力赛。

在传承中，金明春勇于创新，融入武术的刚劲、芭蕾的优雅与街舞的灵动，致力于让千年

农乐舞在现代舞台焕发新活力，吸引年轻一代。

山林间的生存哲学

人参文化里的天人之道

长白山的密林深处，“喊山”的号子穿透林叶，也穿越了千年时空：

“棒槌！五品叶！快当快当！”这声呼唤，藏着东北先民最朴素的生态

观。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炳林演示的“放山”仪式，从“拉帮”时的团

队协作到“锁棒槌”时的谨慎细致，每一步都是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

70年前，这位老参农就用前瞻性的眼光种下了林下参。15年

的生长期，在速食文化当道的今天显得格外珍贵——不施农药，让

参苗在松针腐叶间自然生长、接受自然雨露的滋养。而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王俊良则以人参炮制技艺，展现了这种“慢工出细活”

的另一种样貌：带疤痕的参体保留着自然的印记，枣核艼的形成

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雕琢”。这种四代传承的炮制技艺，既

保留了人参的天然品质，又改变了药性以满足不同医疗和保

健需求。

如今，人参精油的香气飘进了都市美妆柜台，人参香条

成了办公族的养生选择，这味“百草之王”正以新的姿态续写

着与人类的缘分。

琴弦上的岁月长歌

阿里郎的跨时空咏叹

“阿里郎”的旋律就像是朝鲜族人民的情感钥匙。节

目里，传统仗鼓的沉厚与现代架子鼓的明快碰撞，伽倻琴

的古典与电吉他的张扬对话，阿里郎组合与卞英花的演

绎，让这首古老歌谣有了当代的表达张力。

82岁的全花子老人站在“传承空间”的中央，用朝鲜

族颤音技巧讲述情感悲欢。她教出的学生遍布各大院校，

这次80余人的师生合唱，是她与学生们跨越18年后歌声

的再度交汇——这种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每个时

代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情感出口。

铁器与刻刀下的永恒

传统工艺的现代觉醒

铁锤与铁皮的撞击声像是远古的回响，“铁骨柔情”四个字正

是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的最好诠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隋

进才打造的《熔冶游鳞》，以0.3毫米超薄铁皮锻造40条铁鱼，周身

无焊点，全凭手工铆接的巧劲“活”了起来。每片鱼身要经受2000多

次锤打，让冰冷的金属有了游动的韵律。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套技艺

的精髓竟给了现代工业灵感——中车长客铆工周晶辉从传统铁艺中汲

取灵感，将手工铆接工艺创新应用于CR450动车组建造，并将误差控制

在1毫米内，传统与尖端的握手，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如果说铁艺是刚劲的艺术，彭氏微刻则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精妙。在

松花石砚台的方寸之间，文字小过米粒，创作时近乎“盲刻”。93岁的彭祖述

用12年完成108方砚台微刻，独创的“一手持刀，一手推石”技法突破了石材的

属性限制；其子彭沛将《红楼梦》的60万字刻在82块松花石上，巧妙利用石材天然

纹理呼应情节，使石头成为文学经典的立体载体。

黑土地上的舞台

吉剧里的东北魂

吉剧的舞台上，手绢一甩就是东北人的爽朗，矮子功一亮相便有生活的诙谐。这种以二人转为根基，吸纳

京剧、评剧等精华的地方戏，天生带着黑土地的“烟火气”。青年演员刘金、唐晓凤演绎的《时迁盗帖》打破了传

统戏台的边界，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中，“沉浸式”体验让老戏迷看到了新花样。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安静芳解密了吉剧的“独门秘籍”：看似随意的手绢翻飞，实则藏着深厚的基本功；

群体接抛道具的绝活，考验的不仅是技巧，更是演员间的默契。从田间地头的二人转，到程式化的舞台艺

术，吉剧的演变史就是东北文化百花齐放的缩影——它不拒绝创新，但始终守着那份“接地气”的幽默与

热辣。

“吉林的非遗展现了敬天惜物、兼容并蓄的北国智慧，吉剧体现着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文化气

度，农乐舞的热烈、铁艺的精巧，无不彰显着源于生活、向上向善的创造精神，这种在传承中融合、在

融合中创新的力量，正是我们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鲜活写照。”节目的最后，单霁翔如是

说。

从长白山的林海莽莽，到松花江的碧波荡漾，吉林这片沃土，历经岁月的淘洗，将多元

文化交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悉心守护，凝聚成了民族精神的生动印记。它们不是博物

馆里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在传承人的指尖、歌喉与舞步中不断进化。当《非

遗里的中国》镜头对准它们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中华儿女对文化

根脉的坚守与创造。白山松水间，非遗永流传，且看这些植根于黑土地的文化瑰

宝，在新时代如何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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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子彤 记者李梦

溪）7月5日，位于长春新民

大街的长春市历史文化博物

馆正式开馆。博物馆集非遗

传承、旅游观光、文化娱乐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将成为长

春市非遗保护成果的展示窗

口和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

标。

博物馆由五大主题展

陈构成：展现街区历史变迁

的“新民更新”展陈、涵盖

200多年城市发展史的“长

春故事”展陈、展示长春日报

记录下的“长春时间”展陈、

聚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

来长春科教精英的“城市之

光——先生北上”展陈、展示

31 项本土非遗的“长春非

遗”展陈。在博物馆B区，博

物馆设有特展首展——“古

都对话”临展，集中展示西

安、洛阳、开封、安阳、北京、

南京、杭州七大古都的城市

历史演变与重要文物，讲述

中华文明史都城规划和建设

的故事。

展厅的每一件展品都是

长春 200 余年城市史的结

晶，饱染岁月的风霜。走进

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彭

氏微刻传承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彭祖述先生亲笔书写

的“薪火相传，守正创新”八

个大字；左侧是长春市级传

承人杨忠志耗时3年创作的

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全长

6.2米。作品以“长春版《清

明上河图》”的艺术定位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

市记忆凝固在宣纸上，成为解码东北工业重镇文化

基因的重要载体。每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景和长

春老建筑都是长春人共同的记忆，更是一部流动的

城市史诗。经过数字化的烙画，活起来的人物和动

起来的场景更加让人感动和难忘。

在长春非遗展陈的听见长春、寻味春城、杏林春

暖、锦绣春光、方寸春秋等几个板块，游客会听到戏

曲和曲艺共同演绎的城市韵律，被长春老字号唤醒

味蕾记忆，体验传统中医的博大精深，感受传统东北

民居的生活场景，欣赏到微刻、玉雕、木雕的匠心魅

力和剪纸刺绣勾勒的黑土地风情。古筝、古琴、琵

琶、马头琴、东北大鼓等传统经典曲目表演，让游客

在古老乐韵中感受传统艺术的美好。绳编、白氏面

塑、关氏满族剪纸、彭氏微刻、李氏满族刺绣等非遗

项目传承人带游客“沉浸式”体会到非遗技艺的高超

精湛和独特魅力。

古街上，东发合、鼎丰真、榆树钱等长春老字号

会让人尝到老长春味道；东北民居大炕、悠车、火盆、

幔帐、炕柜等老物件和坐在炕上剪窗花的满族小妹

妹，完美还原了老东北的民俗风情；榆树李氏草编一

对老夫妇用6个小时组装成的东北草房子与门前的

大蒜、辣椒、小动物一起，把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真实

生动地展现出来。

据了解，长春市历史文化博物馆夏季9:00-18:00

开馆，冬季9:00-17:30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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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璐）7月3日至7日，上合组织国

家电影节“渝见·光影”电影科技成果展览在重庆举

行。吉林动画学院携“技术+艺术”融合的实践成果

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学校在产教融合建设及影视

科技领域的核心优势。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电影工业前沿技术与创新

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影视产业高质量发

展。吸引了众多国内一线影视科技企业，共同聚焦中

国影视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吉林动画学院借此平台，展示了《青蛙王国》《疯

狂电脑城》《山海经鸟之战》《长白精灵之四方动物

城》等一系列师生原创项目。重点呈现学校针对《山

海经》主题自主研发的首个大型智能仿生机器神兽

“兕”。该装置以传统仿真工艺、仿生机械技术及机

械设计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技术核心，在《山海之战》

等项目中实际应用，真正做到“物理实体+数字特效”

的有机融合，为影视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创新提供新

范式，驱动产业升级。

这些项目在现场引发了热烈反响，来自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合组织

成员国家企业，爱奇艺、小冰科技、永川科技片场、中

影年年等国内行业头部企业纷纷表达了与吉林动画

学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意愿，并就项目国际

合作、联合开发、技术共享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学校

自主开发的IP衍生产品在展览现场广受好评，销售

火爆，表现出强劲的市场潜力。

在电影科技项目路演及技术推介环节，吉林吉

动禹硕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云芳进行

了项目推介，重点阐述《疯狂电脑城》与“山海宇宙

IP体系”的技术内核与合作路径。现场分享了吉林

动画学院在产教融合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人才培养方面，依托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平台，打破

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壁垒，培养既懂艺术创作

又精通前沿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学校着力构建高效

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真实市场项目为导向推动

科研成果快速落地。

“作为中国影视教育领域的代表力量，吉林动画

学院在本次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中，彰显了学校在

项目开发、技术研发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综合

实力。”吉林动画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向未来，学

校将坚持“学研产一体化”特色办学理念，推动“技

术+艺术”创新融合，以技术赋能艺术表达、以艺术引

领技术应用，绘制影视创作新图景，推动中国影视产

业发展迈向新高度。

吉林动画学院亮相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

吉剧《桃李梅》

彭祖述在进行创作

长白山采参民俗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炳林（中）

象帽舞

伽倻琴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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