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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湘竹

2 月末，哈尔滨市兆麟公园内的冰灯艺术游园会接近尾
声。华灯初上，园内各类冰建筑和冰雕在灯光映衬下更加晶莹
剔透。从 1963年举办第一届到现在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3000万
人次，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已发展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室外冰
灯艺术展览。从最初“一块冰、一根蜡烛”的简易冰灯，发展到
以奇幻精美的冰灯景观为代表的冰雪文化，哈尔滨冰灯脱胎换
骨，渐成品牌。

从粗放型制作到精品战略

1963年 2月 7日，哈尔滨兆麟公园举办首届冰灯游园会，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利用冰雕技术举办的游
园会，哈尔滨人利用天然的冰雪与灯光色彩巧妙配合，经过精
心雕刻，使天然冰块变成玲珑的宝塔，跨河飞架的彩桥，栩栩如
生的走兽飞禽，古典式的宫殿和巍峨的峰峦。黑龙江省雕塑艺
术委员会主席、哈师大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纪连路认为，哈尔
滨冰雕这个品牌，经过近 60年的发展，如今成为哈尔滨市民冬
天不可或缺的元素。纪连路说，经过岁月变迁和时代更迭，如
今的冰雕艺术内涵更广阔，体现出欢乐、时尚和包罗万象的特
点。以今年雪博会为例，为了达到视觉冲击力，雪雕材料不仅
局限于“雪”，也加入钢构材料和复合材料，更具现代感。

在哈尔滨冰灯艺术博览中心副主任、哈尔滨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朱晓东眼里，从冰雕工具的变化就能看出冰雕时代的变
迁。“过去用的冰雕工具是非常简陋的铲子，现在工具可谓多种
多样，模型工具和电动工具等一系列先进的工具都用在冰雕上
了，甚至包括电熨斗。原来雕刻的作品因为工具局限大多深入
不进去，无法精雕细刻。今非昔比，因为有了各种工具助力，现
在的冰雕作品都以精品为主，讲究精雕细琢。”朱晓东说，冰灯
游园会与冰雪大世界互补，冰雪大世界讲求宏伟和体验感，而
冰灯游园会的定位是小而精，更讲求艺术性。冰雪艺术的发展
从过去的粗放型到如今的精品战略，制作技巧上融入高科技元

素，包括光源、灯光等都有改革创新。

制作手段和文化水准待提高

纪连路认为，哈尔滨的冰雪艺术已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化艺
术品牌，是黑龙江文化艺术对全世界的一种贡献。当年哈尔滨
冰雪艺术走在世界前列，现在芬兰、加拿大、美国等“后起之秀”
已经赶超我们。未来冰雪艺术要有更多更好的发展，还应在创
作队伍的文化艺术水准等方面进行更多提高，冰雪艺术工作者
的文化底蕴要尽快与国际水准拉平。此外，在制作手段上，我
们大部分还停留在传统的手段，国际上的冰雕制作是采用打开
方式，一个冰雕作品通过组合来完成，这样省时又省料。我们
还停留在堆砌式的雕刻手法上，堆砌式的雕刻方法有点像“愚
公移山”，制作的丰富性会受到限制。纪连路说，我们现在冰雕
的手法是传统有余，现代不足。要从制作方式、设计理念等方
面融入现代性，并思考怎样把冰雪艺术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有机
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站稳哈尔滨冰雪艺术世界翘楚的脚跟。

加强参与性和互动性

如何让冰雪艺术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纪连路说，兆麟公园
内的冰灯艺术游园会和冰雪大世界无论在艺术性还是商业性
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若让冰雪艺术完全融入百姓的生
活，与百姓进行良好互动，建议在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等露天
场地举办大型实景雕塑活动。长春今年请了国内外 60余位冰
雪雕塑名家在长春步行街和世界雕塑公园内进行四五天的雕
刻。艺术家们当场创作，市民们则在旁边观看晶莹剔透的冰雕
是怎样在创作者手中诞生的。活动期间市民积极踊跃，活动现
场车水马龙。纪连路建议，我们可以借鉴这样的模式，让市民
不走出城区就能欣赏到冰雪雕刻艺术，积极地参与到冰雪艺术
中来，可以把举办这样的活动作为文化福利回馈给市民。

朱晓东说，从第一届哈尔滨冰雕表演赛至今，每年我们都
会举办多个冰雕比赛，其中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全国专业冰
雕比赛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近年来我们也通过全国大学生

冰雕比赛，黑龙江省大学生冰雕比赛等各类冰雕比赛，培养和
挖掘了很多冰雕艺术人才。中小学生比赛，培养出大批的冰雕
人才。现在从比赛来看，哈尔滨举办的冰雕比赛比较充分，值
得思考的是在现有基础上怎样更好发挥冰雪资源，把冰雪文化
做大做强，进一步完善冰雕比赛。朱晓东说，我们的冰雕比赛，
现在看数量足够了，但是精品还不多，未来应该思考怎样再打
造一些精品国际冰雕比赛。

图为冰灯艺术游园会。

实施冰雪战略 融入城市生活

让冰雪艺术魅力更浓

□本报记者 晁元元

正月里，民间剪纸、手工布艺、手工面塑……中国北方民俗
物件和非遗绝活在新西兰闪亮登场，来自黑龙江的非遗传承人
将中国传统文化“直送”大洋洲，他们走进国会大厦，走进校园、
社区和图书馆，所到之处燃起了新西兰民众与华人华侨浓浓的

“中国乡土情结”。记者日前采访回到哈尔滨的三位非遗传承
人倪秀梅、陈秀萍和吕顺祥，听他们讲述在大洋彼岸的一幕幕
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

大洋彼岸的“北方民俗课”

一会儿是昂首高歌的大公鸡，一会儿是小巧玲珑的贝壳布
艺鱼，擅长将刺绣、中国结、布贴画多种艺术风糅合在一起的手
工布艺传承人陈秀萍，四周聚拢着一群目不转睛的“布艺控”。

“老师，能教我们学做布艺吗？”在惠灵顿市乔森威尔区图
书馆，围观的新西兰观众眼中流露出孩童般的神情，陈秀萍巧
手缝制的布老虎、虎帽虎鞋等中国传统民俗风物，让现场观众
爱不释手。

在惠灵顿东方女子中学孔子课堂上，学生们争先恐后学做
中国熊猫手工面塑，吕顺祥耐心示范并手把手教授，女生们手
中一坨坨白色的小面团被揉成一个个光滑的熊猫脑袋，从捏耳
朵到“点睛”，再到贴竹叶，学生们用心领会模仿操练，姿态各异
的中国“熊猫”很快出炉，全场学生欢呼雀跃。

莎莉·霍顿校长欣喜地接受了寓意吉庆有余的“鱼莲团圆”
剪纸和蓝色“吉祥鸡”面塑赠礼。她表示，在东方女子中学，喜
爱中国文化的学生大有人在。她们不仅学中文，还会舞狮子、
做中国菜,她真诚感谢来自中国的民间艺人为大家带来的文化
体验与培训课程，“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及其中
国文化”。

“零距离”感受中国非遗

妙“剪”生花民间剪纸传承人倪秀梅、飞针走线的手工布艺
传承人陈秀萍、巧手造物手工面塑传承人吕顺祥，在素有“风
城”之称的惠灵顿，他们通过一场场演示和互动，以文化的交
融，拉近了两国民众情感的距离。此次 2017“欢乐春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活动，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黑龙江省文化厅
共同主办，哈尔滨市文广新出版局、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联合推送，为大洋洲人民打开了一扇领略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之窗。

“女红在中国被比作母亲的艺术，历经几千年衍化独树一

帜，轻剪细裁间传递的正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寓意。”传承人陈
秀萍发出感言，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绽放馨香，
魅力不言而喻。三位传承人来到惠灵顿中文学校这一天，恰逢
学校新学期报名注册日，精彩的民俗表演助推了这个社区中文
学习热潮，当地市民、华人华侨大呼“神奇”，现场许多人涌跃报
名参加汉语班。

艺术沟通心灵 文化联结世界

过新年，贴窗花，送“福”字,文化的精髓往往藏于民间，自
幼受家庭熏陶与剪纸结缘的倪秀梅，每每洒脱落剪，质朴豪放
不失精巧细腻，件件作品渲染出中国北方民族诙谐喜兴的生活
情趣，也让新西兰民众切身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儿”。

三位非遗传承人正月十三带着民间绝活走进新西兰国会
大厦，也让新西兰友人对中国春节传统习俗，有了更为直观和

感性的认识。新西兰民族事务部部长朱迪丝·科林斯接过传承
人以新西兰国鸟几维鸟为题材创作的剪纸、布艺和面塑礼物，
倪秀梅在现场仅用 5分钟完成了“八方吉（鸡）祥”大型剪纸，令
她啧啧称奇。在奥克兰迎春花市上，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
希对倪秀梅巧夺天工的剪纸技艺展示夸奖不已，又大赞陈秀萍
所做拙朴模样的几维鸟“可爱极了”。

艺术沟通心灵，文化联结世界。让“春节”文化走向世界，
籍此传播中华文明，这种开放式展示和跨文化交流，开拓了中
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也增强了非遗传承人的文化
自信。曾赴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等国展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
的倪秀梅感慨:“这次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作‘欢乐春节’非遗
展演，让中国传统民间绝活，也像中国“风水”“针灸”“功夫”那
样名扬海外，被世界更多的民众了解和喜欢，这是我们非遗传
承人的荣耀和使命。”图为倪秀梅（右）和当地民众进行交流。

“风城”惠灵顿刮起“中国风”

2017年第八届亚冬会在经历一周的激烈竞争中，26日终于
落幕。日本队稳稳占据奖牌榜第一位置，韩国队依靠短道速滑
和速度滑冰的优势占据第二，而赛前定位不高的中国队，重新
回到奖牌榜前三位置。

中国的冰雪运动，虽然这些年有了不小进步，但整体来看，
依然处在话语权不强的地位之中。中国队在优势项目上保持
百分百夺金率，在需要竞争的均等项目，比如男女冰壶，速度滑
冰男子 500米上也都拿到了冠军，再加上中国队在几个偏冷项
目，比如越野滑雪女子冲刺、单板滑雪女子回转上的突出表现，
中国队最终抢下 12金，应该说是满意的。

男女冰壶：世界强队级的大胜

无愧这次中国队最亮眼的团队。男队一路全胜到底，而女
队在决赛里发挥神勇，打得韩国队落花流水。中国女队有过辉
煌历史，也经历过低谷，如今这个亚洲冠军，预示着一支世界级
强队又回来了。男队表现更值得一赞，相信今年重新回到世锦
赛圈子的男队，会让世界各路劲旅大吃一惊，这次亚冬会他们
就已经让去年世锦赛第四名的日本队大败而归。

短道速滑：相对劣势下的顽强进步

短道八块金牌，韩国五块，中国三块，比预料中的要好。中
国队首先保证武大靖的男子 500米和 5000米接力两个相对优势
项目全部拿下，臧一泽的女子 500米有点意外，但也是力拼而
来。通过最近一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就可以看出，其他项目中国
比之韩国差距较大，能战胜其中一人拿下银牌，甚至保证自己
拿铜牌就算很好。中国队这次总体发挥值得肯定。当然，韩天
宇如果状态复苏，中国男队在长距离上不会那么被动。

速度滑冰：年轻选手两大突破

速度滑冰是本次亚冬会头号大项，结果日本七金，韩国六

金，中国只有一金。不少人看重张虹和于静以前的威名，却未
必了解日本选手在女子项目上已是世界顶尖的实际情况。但
我们放眼长远，高亭宇的男子 500米夺冠，韩梅的女子 5000米银
牌才更值得关注，两人都是 20岁不到的年轻选手，高亭宇已经
是世界介于一线二线之间的选手，这次亚洲大赛上摘金夺银，
会让他们的自信心得到进一步提升。

花样滑冰：尽力做到最佳

花滑虽然只有四项，但在国内的关注度，冬季项目上大概
只有短道可以比。中国队在双人项目上依然亚洲领先，双人滑
包揽冠亚军，冰舞拿下冠军和季军。单人滑有一些裁判因素，
但金博洋和阎涵的男子亚军和季军，李子君的女子亚军，都是
可以肯定的战绩。从金博洋赛后的表态来看，新一代中国花滑
选手的心态放松，拿得起放得下，眼界广阔，从精神状态上说，
他们或许已经是世界级选手。

雪上项目：新生代项目再有突破 传统项目艰难前行

中国跟上了国际潮流，单板滑雪男女U型池如今已经是世
界级水准，这次在亚冬会上包揽男女冠军就是铁证。不过真正
的惊喜来自单板滑雪女子回转，臧汝心的夺冠，出乎大伙预
料。莫非大热的臧汝心夺冠，预示着中国该项目在世界赛场上
未来的光辉前景？

中国在传统项目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上，依然取下不少奖
牌，也是颇为不易。而有些项目，比如高山滑雪和跳台滑雪，中
国无牌也是预料之中。滑雪传统项目虽然不缺群众基础，但训
练难度高，选材也颇为费力。而有些需要射击的项目，民间没
法开展。这将成为我们的长期弱项。

至于冰球，中国女冰获得亚军，只能说明女子冰球在亚洲
根本不被重视。而如果没有超强大的资金支援，男子冰球暂时
看不到曙光出现。 据新浪体育报道

亚冬会中国12金收官重回奖牌榜前三

在闭幕式上中国国旗入场。 新华社发

□马洪亮 本报记者 马一梅 赵辉

在 2月 20日第八届札幌亚冬会上，从小生长在东方红
林区的满丹丹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首金，这一振奋人心的消
息这几天成为林区人关注的话题。

在东方红林业局东方红小区，20日满丹丹获得首金这
天，满丹丹家欢声笑语不断。虽然丹丹现在还在国外参加
比赛，但比赛之余，她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家人在
微信上亲密互动。

在这次亚冬会上的越野 1.4公里个人赛中，满丹丹发挥
出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冬会的首枚金
牌，也是亚冬会历史上中国代表团在该项目中的首枚单项
金牌。自从她为中国代表团争得首金以来，可以说整个林
城都沸腾了，大家伙儿纷纷转发微信，丹丹勇夺冠军的消息
一时成为朋友圈里最热的话题，家人更是喜上眉梢。

“丹丹去年 5月回来的，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是为了国家
争光，为林区争光，我们感到自豪。听见赢得首金这个消
息，我们全家特别开心。”满丹丹的母亲张秀芹说。

去年全国冬运会结束后，满丹丹本来打算就此退役，但
考虑到亚冬会，她最终坚持下来，继续代表中国队征战，用
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翻开崭新的一页。

为了赛场上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全家人尽心竭力，
金灿灿的奖牌后面不但有丹丹的付出，更凝结着全家人的
心血。满丹丹生长在林区，曾在马鞍山农场小学念过书。
机灵好动的丹丹有一次在附近新中村举行的运动会上替别
人比赛，被一位有心教练发现，于 2001年推举她去虎林市
体校。虽然有体育运动天赋，但丹丹滑雪起步晚，接触这项
运动已是十三岁。刻苦的她，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实力一步
一个台阶，走出虎林、鸡西、黑龙江，被选送到国家队，进入
国际赛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亚冬会上喜讯传
林区飞出金凤凰

本报讯（记者杨宁舒）省作家协会六届六次全委会 21
日至 22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传达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总结省作协 2016年工作、部署 2017年工作，表彰 2016
年度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全委会成员及市地、产业作协负
责人出席会议。他们对我省 2016年文学工作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2017年，省作协将组织作家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深入生活，创作出精
品力作。

省作协召开六届六次全委会

本报讯（记者董云平 董盈）24日上午，北京大学歌剧
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歌剧研究会常务副主席、著名歌剧
表演艺术家金曼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题为《中国美声讲·
演》的讲座。

金曼此次来哈是应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邀请参加“情
系母校 放歌家乡”校友音乐会的演出，同时应学院之邀举办
讲座。金曼携她的三位优秀学生，选取中国歌剧和外国歌
剧有代表性的唱段，现场进行精彩的演唱，并与现场观众交
流互动，重点强调运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歌剧的优势和中
国歌剧运用美声唱法中遇到的难题，回答中国歌剧需要运
用美声唱法，中国美声、中国美声学派的准确定位，及如何
让中国歌剧走向国际，达到世界艺术欣赏水准等问题。

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金曼
来哈举办讲座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2月26日电（记者刘阳 李嘉）札幌
亚冬会花样滑冰赛场 26日进行了最后一项的争夺，东道主
选手宇野昌磨以微弱优势夺得男子单人滑冠军，中国队的
金博洋和闫涵分获银牌和铜牌。

至此，亚冬会花滑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共收获 2金 3
银 2铜，在双人滑和冰舞两项称雄。

最后一个出场的金博洋在短节目比赛中只领先宇野昌
磨 0.43分，他当天身穿条纹衫，在意大利电影《大路》的主题
曲中，演绎了一个马戏团小丑寻找真爱未果的故事，风格俏
皮又带悲伤。金博洋比较流畅地完成了自由滑，但他开场
的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冰三周的连跳出现失误，只完成了勾
手四周单跳。最终裁判给了他 187.22分的自由滑分，总分
280.08分、落后宇野昌磨 1.19分。

20岁的金博洋赛后表示，今天除了失误了一个跳跃，
整体动作完成得还算不错。他对比分进行了解读，说在自
由滑打分中，他的节目内容分不如宇野昌磨，但是技术分比
对手略高，最终两项比分一抵消，他的自由滑分比宇野昌磨
低了 1.62分，从而导致在总分上比对手少了 1.19分。

在四大洲赛上名列第五的金博洋说：“今天输给宇野昌
磨 1分多略有遗憾，这会激励我今后训练比赛更加努力地
完成好动作。”

本赛季处于低谷的闫涵当天自由滑表现出色，最终以
271.86分摘得铜牌。闫涵说：“今天让我满意的不是比分，
而是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亚冬会花样滑冰

中国收获男子单人滑银铜牌

本报26日讯（记者蒋国红）“春雪正吹，滑雪正兴。”
“elan·风筝极限杯”第十一届黑龙江省新闻界滑雪大赛 26
日在滑雪胜地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开赛。来自全省的 26家
新闻单位共计 58位记者编辑参加了角逐。

平日拿笔、拿话筒的记者编辑们，俨然变身成为专业滑
雪运动员，在赛道上风驰电掣。黑龙江省新闻界滑雪大赛
始创于 2003年，持续举办了 11届，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多年来一直是我省滑雪界的重要活动。本次大赛进
行了男女双板、男女单板、单位团体赛等多个组别的比赛。
黑龙江广电集团代表 1队、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代表队、黑
龙江广电集团代表 3队分别获得团体冠亚季军。黑龙江广
播电视报社的田青春、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李永纪、黑龙
江省广电集团的马潇宇获得男子双板前三名，省播音主持
委员会的张静、省广电集团的王丽莉、肖霞获得女子双板前
三名，农垦电视台的陈磊和新华社新华网黑龙江频道的刘
超分别获得男女单板冠军。

本次活动由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黑龙江省新闻滑雪协
会主办，北京雪伊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风筝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赞助，支持单位为黑龙江省滑雪协会。

“elan·风筝极限杯”第十一
届省新闻界滑雪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