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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
作家萧红曾这样描写哈尔滨冬天的：“严冬封锁

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哈尔滨真的很冷
吗？冷。冷到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望而生
畏。但乐观豁达的哈尔滨人从不向寒冷屈服，他们怀
揣希望，勤劳勇敢，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打造了“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这张响亮的城市名片。

关于冰雪大世界的样子，通过网络我早有了解，
但直到我走进园区的时候，才真正领略到这座“城”的
魅力，它生动而美丽，却不像徐徐铺展的画卷，而是像
黑暗中灯光齐聚的舞台，像寂静中突然奏响的弦音，
一瞬间唤醒观赏者的多巴胺。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无疑是主塔“冰雪之冠”，这座建筑高 43米，相当
于16层楼高，是园区内最高最大的冰塑景观。午后的
斜阳懒懒地挂在天边，阳光落在塔身，在晶莹剔透的
冰块中来回穿梭，让塔身闪闪发光。站在主塔身边，
仰望这座庞然大物，触摸着冰块与冰块衔接的痕迹，
想到工人们在松花江上采冰的场景，我感受到了人类
的伟大。

主塔之外，园区内的其他冰雪建筑让人目不暇
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式和欧式两个冰塑建筑
群——一面是雕栏玉砌，富丽堂皇，充满了古典韵味；
一面是尖塔斜顶，简约雅致，描绘着异域风情。两种
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相互呼应，体现了哈尔滨城市文
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带给游客更加饱满的体
验。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园区内还有一处以2024年
中法建交 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为灵感设计的建
筑群，以巴黎圣母院和北京天坛两处地标建筑为原
型，献礼两国建交 60周年。当我找到这处建筑群时，
夜幕已经悄然降临，两座建筑被一架拱桥连接，整体
采用蓝色灯光为主色调，清澈而纯粹，四周大面积冰
面用炫彩灯光作为装饰。彩色的线条不断闪烁，在变
幻中律动着希望。

夜色柔软，灯火辉煌，重新为眼睛设定焦距，整个
园区尽收眼底，目光所及皆入我心。梦幻美丽的冰蝴
蝶、蓄势待发的航天飞船、令人忍俊不禁的“象牙山
F4”造型雪雕。500米长的超级大滑梯伸向远方，雪花
摩天轮悠悠旋转，收录着属于这个冬天的故事……这
座冰雪之城不同于钢筋之城的喧嚣，它立于尘世，却
又超脱尘世。在这里，人们忘却了寒冷，从未泯的童
心中唤醒笑容，在冰雪世界中返璞归真。其实，我们
每个人都是冰雪的孩子。

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
除了精心打造的冰雪盛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

为游客打造了许多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不同于其他
景区的体验。

最受游客青睐的就是大滑梯了。对于大滑梯的
火爆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
时，我仍然有些震惊。既来之，则安之。为了感受大
滑梯的“速度与激情”，我与友人互相鼓励，加入到排
队的长龙中。过了近四个小时，当我坐在特制爬犁上
时，喜悦之情已经无法按捺。大滑梯经过科学设计，
坡度有急有缓，既能满足游客们追求刺激的需求，同
时又不会引人恐惧。滑梯的前半段是缓坡，在适应之
后便会进入陡坡。进入陡坡之后，风在耳边呼啸，羽
绒服的帽子也被吹掉了，视线在加速和颠簸中变得模
糊，却更显得这个冰雪世界光怪陆离、梦幻多姿。这
一刻，我觉得再多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体验完大滑梯，我们直奔“哈冰秀”秀场。有了之

前排队大滑梯的经验，这两个小时的等待显得不再那
么漫长。随着音乐响起，此次演出正式开始。在热情
激昂的音乐中，舞蹈演员陆续登场，欧式宫廷风格的
服装制作精美、颜色鲜艳，在舞台灯光的装点下更加
华丽。她们身形优美、面容姣好，在冰面上旋转跳跃，
干冰烟雾的烘托让她们宛如飘荡在仙境。男演员们
同样不输风采，他们技艺高超、富有力量，舞蹈动作令
人眼花缭乱，和女演员配合的托举更是引来了观众们
的喝彩声。印象中，如此专业的冰面表演，我只在体
育赛事花滑项目的转播中看到过。除了舞蹈，歌曲表
演同样引人入胜。当灯光暗下，歌唱演员在追光灯的
簇拥下缓缓登台，演唱一曲外国歌曲。我虽不能完全
听懂，但极富穿透力的声音直抵心灵，高音处让人仿
佛置身山谷回荡不休，低音处又像是在讲述一段凄美
的故事，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我想，这就是艺术的
魅力吧。

除此之外，在园区内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
轮，体验滑雪项目，或是去梦想大舞台和“左右哥”一
起感受东北的热情豪放，在“喊麦”声中与五湖四海的
朋友们一同开启一场雪地蹦迪，在冰天雪地中点燃每
一个细胞。

热情周到的“东北式”服务
“从此以后，东北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这是很多

游客在游玩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慨。刺骨的严寒却造
就了东北人火热的性格，热情善良的哈尔滨人也不例
外，他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朋友，努力让每一个人宾至
如归。

刚进入售票大厅时，由于游客过多，一时间我有
些不知所措，这时候一位工作人员主动来到我身边，
询问我有什么需求。他为我耐心解答，帮助我从手机
里找到入园码，并为我此次游玩作了简单的建议。这
周到的服务让我感动，不禁对他说了一句：“太到位
了！”而他，用东北人的方式给了我特殊的回应，大笑
着说：“那必须滴！”

在排队大滑梯时，游客较多排队时间较长，为了
给游客们更好的游玩体验，广播循环提醒大家要合理
安排游玩时间。对于更多执着的游客，园区给了他们

“哈尔滨式”的温暖和陪伴。不时会有几位工作人员
拎着热水壶来到队伍中，为大家发放姜糖水暖身，偶
尔夹杂几句玩笑，为无聊的等待增添了乐趣。

细心体贴的还有大滑梯的工作人员。坐在爬犁
上时，工作人员弯腰把绳子套在我的脚上，为我讲解
注意事项，这样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不知他一天要重
复多少次。看到我略显单薄的身子，他打趣道：“孩
子，你也太抗冻了吧！”我一边向他解释：“穿得多，就
是太瘦啦！”一边因为他的关心升起一股暖流。然而，
因为“瘦”引起的关注还没结束，在滑梯收尾的缓坡
上，由于体重较轻，我竟然提前十米停住了，任凭我再
使劲也没法挪动。后来，我在一旁等待友人。一个又
一个游客滑下来，每个人他们都热情对待，“真厉害
呀！”“你胆咋这么大！”“小姑娘，怕不怕呀？”他们会累
吗？怎么会不累呢？但我知道，他们不怕累，只是怕
招待不好哈尔滨的客人。

消费区同样周到，不光是因为餐饮、奶茶、文创等
产品种类丰富，能够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更是因为这
里价格公道、管理有序。在文创区，我买了一个“索菲
亚教堂”造型的冰箱贴作为纪念，这个冰箱贴制作精
美，质感扎实，只需要28元。

这里虽然寒冷，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
人们素不相识，却亲如一家。这是东北的魔力，是哈
尔滨的魔力，是每一个追求美好、热爱自由的追梦者
拥有的魔力。

充满异域风情的欧式冰雕。

为推动乡村振兴，助力亚沟黏豆包产业发展，
前不久，哈尔滨市阿城区举办了首届中国·亚沟黏
豆包文化节。

黏豆包，起源于金代，最早作为贡品祭祀祖
先。而阿城又是金代会宁府所在地，此次举办豆包
文化节，也是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

亚沟黏豆包制作技艺是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每到寒冬时节，阿城区亚沟街道的家
家户户都泡米、制馅、包黏豆包，黏豆包生产的火热
场景已经成为冬日里独特的风景。由于“粘”与

“年”谐音，有着吉祥和美好的寓意，因而，东北人在
年前都要做黏豆包，除了寄托着对即将过去的一年
富足生活的感恩，也寄托了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
盼。

现在在东北，美味的黏豆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到。而在过去，要想吃到这个，只有等到进入腊月
以后，那时人们生活比较困苦，只能在快临近过年
的时候才可奢侈一次。选择这时淘米，一来年关将
至，预示春节拉开帷幕，有了过年的氛围；二来天气
寒冷，能冻得住，天然冰箱便于储存。勤劳的农民，
只有在这个时段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淘大黄米，磨
面。腊月里做黏豆包，对农村人来说，是一件非常

隆重的大事。大黄米这种主料是由农作物糜子磨
制而成。糜子有黑黄两种颜色，黑糜子要比黄糜子
黏度好。由于糜子产量低，我们家每年只是在口粮
田里种植少量面积。糜子收获后，要在冬季封冻后
打场脱粒磨米。那时没有什么糯米、黏玉米，包豆
包只有这种纯正的大黄米。浸泡大黄米，再拿到石
碾子上碾成面。然后，将面倒进两个洗刷干净的大
大的黑色泥瓦盆里，开始和面。

和豆包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因
为和这种面，不同于和白面，豆包面相对来说要比
白面粗糙一些。一个泥瓦盆里放入多少豆包面，那
是要按照比例放入的，太多的话揉不开，就会出现
有“生粉”的情况。每年做黏豆包的时候，都是母亲
一个人亲力亲为，面放好后，就加入适量的温水，她
把双手插进面盆，不停地用力搅着、揉着、捶着。

豆包面和好了，接着就是要做豆馅。黏豆包的
豆馅一般选用红小豆。这个步骤是，先把红小豆浸
泡个大半天或者一整天，再放在锅中加水煮烂。水
加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水少了，烀出来豆粒就
发硬，口感不舒适；如果水多了，烀豆馅的时间就要
长，要焅一下水分，那样烀出来的豆馅就太烂了，缺
少豆香的味道。

第二天，和好的面发酵好了，盖帘都被撑得鼓
起来了。母亲一边看一边说：“这面发到时候了。”
然后再捶打几下，揪起一块闻了闻说，“可以包了！”

我记得，有时候我家有 10多个人帮忙，她们围
坐在炕上的桌子边，你一言我一语，边包边聊，有说
有笑，其乐融融，浓浓的乡情在农家小屋尽情地流
淌。我们小孩子把包好的豆包齐齐整整地摆在高
粱秆编成的圆帘子上，那种场面，没到过年胜似过
年，场面甚是热闹壮观。

这边母亲她们开始包豆包，那边父亲就开始生
火，锅里放上笼屉，用浸泡好的玉米叶子铺底，将豆
包一个挨着一个地挤，一锅挨着一锅地蒸。当豆包
的香气从锅里升腾出来后，当父亲“呼”地一下揭开
锅盖那一刻，热气氤氲在整个屋子上空，香味四
溢。豆包终于蒸熟了！满满一帘子金光闪闪的豆
包，一个个黄澄澄、亮晶晶、圆鼓鼓的。母亲为我们
几个小孩拣了几盘豆包，豆包吃到嘴里，果然像母
亲说的那样软糯中带着筋道、黏米面和豆馅中都散
发着微甜的浓浓的香气……盼了一年的黏豆包，终
于吃到了嘴！那是真真正正的幸福味道。

那些要储存的豆包，一个个捡到用高粱秆编成
的长方形大帘子上，放在外面冻上一夜。一帘子接

着一帘子，金黄色的豆包，就像一颗颗金灿灿的元
宝，绽放光芒。等到这些豆包冻硬了，再放进下屋
的大缸里，留着做一家人一个正月里的美食，又是
别有一番味道。黏豆包的吃法也有几种，比如熥热
了以后，把豆包用铲子拍扁，用油煎着吃；有时放在
火盆上烤着吃，或趁冻啃着吃，至少吃出正月，那种
美味至今还萦绕在舌尖喉际。

几十年前，我从黑龙江省一个农村跟随父母迁
居到省城，家里就再也没蒸过豆包。几年前我又从
哈尔滨迁居到江南富阳后，就彻底地离开了深爱的
故乡。但是，那浓浓的乡愁，依然在我的心里纠结
着。前几天，宏波兄多次打电话问我，富阳的温度
有没有降下来，他就惦记着要把家乡的黏豆包给我
寄来。他知道那金灿灿的豆包，是我热恋的故乡的
名片，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亲人和
朋友，也让我随着豆包的诱惑，穿越回美丽而又趣
味的童年。

如今收到宏波兄寄来的黏豆包，心，就百感交
集，他邮寄来的这些黏豆包，带给我的不仅仅是
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家乡的味道，同时也承载了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快乐而美好的时光，让我久久
回味……

黑龙江的冬天如诗如画，
即使是名不见经传或鲜为人知
的地方，也有绝佳的美景。我
们今天去的“中国雪谷”就是其
中的一处。

清晨，严寒凛冽。我们驱
车前往位于五常山河屯林业局
的雪谷。天空飘着清雪，一路
峰回路转，穿行在冰晶玉洁的
山野走廊，山舞银蛇，玉树琼
花，好一派北国风光。

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西
南，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了雪
谷下的一个林场，这里就是我
们此行的“驿站”。走下车来，
放下背包，几个年轻人已经急
不可待地奔向雪谷。我和书画
家、文艺评论家大梁老师尾随
其后。

雪谷，看上去不是很高，苍
苍茫茫。但是，一旦走进林中，
才发现山势陡峭，爬行艰难。
时而是天然山路，时而见石板
搭建，时而是枯木为桥。当然
更多的是绵绵的植被和厚厚的
积雪，不见有人走过的足迹，只
好趟雪而行。

画家的眼睛就是取景的镜
头。大梁老师拄着一个坚硬的
树杈作为拐杖，每到一处总是
要驻足观望，充满了欣赏，时而
拿出相机拍照，留下作画的素
材。

谷底，一道冰河如玉带般
从远处飘了过来。河水从上游
冲下来，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儿，
结成厚厚的冰层，隆起高高的
冰包。冰包并不都是白色的，
看起来像九寨沟的水一样，经
过碳化而五彩斑斓。顺山道向
上攀登，不时见到这样的冰河
和冰包，蔚为壮观。大树参天，
挺拔向上；倒木横卧，势若躺
平；灌木丛生，密密匝匝，保留
着原始森林的生存状态。

爬上一个陡坡，眼前突然
一亮，山谷里现出一片开阔地，
一座原始的小木屋炊烟袅袅，
房顶上，柈子垛上，都覆盖着厚
厚的积雪，一条扫出的小道从
木屋通向冰河。那是当年伐木
人居住的木刻楞，现在成了看
山人的家。谷底发出哗哗的流
水声，还有垂挂在岩石上的冰
溜子，似一道冰川，雪泽王国里
的一个童话世界。小木屋的出
现，给这空山幽谷，平添了几分
色彩，也让这画卷有了动感。
我不禁吼了一声“美哉——”，
三山回应，五岭震荡，好像回音
壁一样，又从远方传了回来，直

抒胸臆。
爬上脚下的这座山顶，太

阳驱散了雪雾，一片混沌的雪
谷顿时明亮起来，我们席地而
坐，却意外地听到了雪下面泉
水叮咚作响，顿时又神清气爽
起来。高山流水，总有知音相
伴。此时的流水声，让我们兴
奋异常，忙摘下帽子，耳朵贴近
雪面，静心聆听泉水的演奏。
泉水叮咚，似乎有金属般撞击
的声响，这山谷一下子添了几
多神韵。这精灵的泉水，流淌
了千年，滋养着原始森林的生
灵万物，就是数九隆冬也封不
住它自由的脚步，在雪下轻流，
时而又回冲出冰雪覆盖与拦
阻，到冰面上涌动，与冰雪又合
作出万千物象来，任赏者生发
无尽的想象。居高临下，再看
这山谷，谷深涧渊，怪石嶙峋；
丛林叠嶂，层次清晰。天高地
阔，使这雪谷有了几分险峻感。

太阳渐渐被山峦树木遮
掩，我们下山了。远远望去，林
场已是一片红火。灯笼亮起，
错落有致。走进院子，已飘出
农家过年的香气。夜色渐浓，
南来北往的观光客开始燃放烟
花爆竹，礼花满天，把整个林场
映得通亮。坐在热乎乎的炕头
上，一壶小烧，大锅猪肉炖粉
条，小鸡炖蘑菇，还有黄澄澄冒
着油的咸鸭蛋，驱散了身上的
寒气，也驱散了一天的劳顿。
欣赏了夜色美景，品尝了美味
佳肴，我们啃着冻梨，谈论着一
天的收获。从画家充满激情的
眼神里已经看出，雪谷美景入
画来，已是呼之欲出了！

雪谷美景入画来
文/韩玉皓 摄/梁树成

雪谷中的溪流。

雪谷景观。

黏豆包。毕诗春/摄

冰雪大世界景观冰雪大世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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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1999年，至今已是第25年。于严寒之中点燃热情，缔造冰雪王国；于凛冬
之中张开怀抱，笑迎八方来客……这是哈尔滨独有的浪漫，更是我千里之外的奔赴。

黏豆包：舌尖上的乡愁
□谢华

刚刚出锅的黏豆包刚刚出锅的黏豆包。。毕诗春毕诗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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