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1930 年生，著名作家，江
苏盐城人。曾任《小说选刊》主编，著
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
五号》，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
《洁白的世界》《月食》《危楼纪事》，散
文随笔集《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
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曾
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蔚县剪纸

讲述一座城的“冰雪奇缘”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十二生肖娃娃脚踩滑雪板在雪间驰
骋，身着滑雪服的冰雪健儿腾空而起、翻
转跳跃……由省群艺馆（省非遗保护中心）
主办的“多彩非遗 激情冬奥”非遗作品主
题展正在线上精彩举办，其中多组蔚县剪纸
作品吸引着观众的目光。记者了解到，这些
精美的作品出自蔚县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
高佃亮之手。

蔚县剪纸是一种风格独特、在国内外
享有盛誉的传统民间艺术。作为我国唯一
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工
艺，2006 年，蔚县剪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如今，蔚县剪纸通过众多构思精巧、

做工精良的冬奥题材作品，展现冬季体育
运动的精彩，再次让世界领略到中国文化
的动人魅力。

“别看一幅剪纸作品就在方寸间，但它
能呈现大千世界，更能体现我们对冬奥的感
情。能用家乡的剪纸技艺为北京冬奥会加
油、祝福，讲述中国人的奥运情结，是我的心
愿。”高佃亮说。《冰雪奇缘》《激情冬奥》《十
二生肖迎冬奥》《冰雪奥运》《牛娃》《冰丝带》

《雪如意》……近几年，高佃亮创作了200多
幅冬奥题材作品。为了将运动员在比赛中矫
健的身姿、勇敢拼搏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
致，他多次走进崇礼的滑雪场，观摩采风，查
找资料，搜集素材。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一幅
作品几易画稿，反复刻制，努力将蔚县剪纸
与冬奥赛事完美融合。

在这些剪纸作品中，最亮眼的是一套
《牛娃》系列作品。这套作品尺幅不大，每件

都镶嵌在边长 28 厘米的木框中，三个憨态
可掬的“牛娃”胸前分别刻有“金”“银”“铜”
三个字。这套作品曾在 2021 年 2 月举办的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中，作为
礼物送给国内外的运动员们。高佃亮说，希
望用民间传统技艺向世界展现我们的文化
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

高佃亮与奥运渊源颇深，他曾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从 2013 年开始就
着手进行冬奥题材剪纸创作。对高佃亮乃至
张家口、河北人而言，冬奥既是一种机遇，更
寄托了一份浓烈炽热的情感。太子城遗址公
园 、雪 如 意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崇 礼
段）……他的作品记录着张家口因冬奥发生
的巨变，希望让更多人从剪纸作品中
感受到冬奥的巨大能量。

与高佃亮一样，不少蔚县剪纸
艺人也纷纷用这种独特“语言”表
达对冬奥的礼赞。蔚县剪纸
第四代传承人周利伟将张家口
地标大境门和北京天坛祈年殿的造
型结合，加入冬奥元素以及蝴蝶和雪花图
案，体现出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传统艺术之
美。蔚县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刘海滨的《马
到成功 连连夺魁》《舞韵冬奥》，将传统的
蔚县剪纸动物形象与晶莹剔透的雪
花、滑雪人物相结合，彰显着传
统审美的时代表达。

如今，冬奥热情在普通人身
上不断涌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诚
挚地为时代添彩。正如高佃亮所说：

“继成功举办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中国再次迎来2022年冬奥会，这让我们
时刻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富强。这场体育盛
会就在我的家乡举办，能用非遗艺术助力冬
奥，我感到荣幸又自豪。”

点赞冬奥，祝福祖国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祝愿祖
国繁荣昌盛，为冬奥点赞，为健儿加油！（鲁跃）

这是中国文化，这是中国表达，这是中国
自信！ （周和泰）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有一种力量，叫中国
力量！中国运动健儿加油，赛出风采！ （月华）

这种可以被世界看到的壮阔场景，太让
人激情澎湃了，心动不已，心花怒放！（听风）

立春邂逅冬奥，冰雪之约，一起向未来！
（奇迹）

特别喜欢那个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中国
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zlj蛋黄派）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精神！
（@在青原山跳霹雳舞的合欢花）

唯美的雪花主火炬台，完美诠释了什么
叫做“雪之魂”，非常赞叹！

（@来自道吾山明艳端庄的小芦铃）
所有人都在努力付出着。有决心、有信

心在伟大的中国举办一届成功圆满的冬奥
盛会！ （@用户拂晓光辉）

童声欢唱，燕赵情浓

我看到孩子们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老师，
农村教育需要这些血液，加油中国！（煜旸dad）

家乡阜平的骄傲！ （大湖北岸）
哈哈，全程看了直播，小朋友们唱得真

好，原来是我们大河北的啊！赞赞赞，可爱的
宝贝们！ （Yoga-齐爱霞）

咱就是说看到河北，骄傲起来了！
（@iLYF吖）

为辛勤的老师们点赞！为山里的娃娃们
点赞！你们是最棒的！ （@梧桐雨402）

老家是阜平的，我很骄傲！
（@这里是小熊软糖啊）

河北新闻网编辑苏畅整理

高佃亮（右）展示冬奥题材蔚县剪纸作品。 高佃亮供图

2月4日晚，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
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震撼、惊喜、骄
傲、感动……网友们纷纷在河北日报客户
端、河北新闻网、河北日报微博微信、河北
新闻网微博微信等平台留言，直呼这是属
于中国人的自豪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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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 到
2022 年，北京成为

“双奥之城”，而我则
成为“双奥记者”。
14 年，现场采访这
两次奥运盛会，感觉
既有熟悉的味道，也
有让人惊喜的地方。

初到北京赛区，
每一个中外记者和运
动员，都深深被这座
城市的热情好客和开
阔胸襟感染。这一
切，与 14 年前如出
一辙。

北京冬奥会邂逅
中国春节。为了这场全球性的冰雪盛会，很多此刻本应
与家人团聚的中国人，来到北京、张家口，热情招待来
自国内外的宾朋。

在冬奥竞赛场馆，在新闻中心，在高铁车站……这
几天，走在冬奥闭环区域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张张亲
人般的笑脸，听到的都是那句再亲切不过的“过年好”。

是的，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们，见面第一句话都是这句传统的中国问候，
特别是在除夕和大年初一。很多人甚至不厌其烦地给

“老外”们讲解这三个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
在新闻中心，我就见到这样一幕——一位志愿者在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给三位外国记者解释“过年
好”的含义，讲述延续千年的中国年节文化。

不管是夏季奥运会还是冬季奥运会，另一个不变
的，就是中国健儿追求卓越、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尽
管北京冬奥会赛程刚刚展开，但哪怕只是出战资格赛、
小组赛，哪怕所从事的体育项目在国内刚刚起步、在冬
奥赛场毫无夺牌希望，我们的冰雪健儿依然拼尽全力，
只为哪怕一点点的进步。

这，不就是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真实写照吗？

相比不变，变化就更多了。
比如科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新科技的展示舞台。

早在北京冬奥会还没开赛时，提前来到北京的中外记者
就首先被“天上掉馅饼”震撼了——

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的媒体餐厅，你只需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点餐、付款，没多久，一盘香喷喷的饭菜
就顺着餐厅顶部的机械传菜系统送至你的餐桌。媒体餐
厅开业的最初几天，最常见的“名场面”就是各路记者
举着手机、相机、摄像机，竞相拍摄美食“从天而降”
的画面。

而在“天上掉馅饼”的背后，还有“机器人大厨”。
这些天降美食，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竟然都是由机器人
制作的。

智能，快捷，无接触。这一切一切都让人宛如置身
科幻电影之中。而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下，这些显得愈发
有价值。

再比如低碳环保。之前在采访中得知，每个冬奥场馆
在建设、改造等阶段，都采用了最适合的低碳设计、材
料、措施。

这些，我们或许看不到、摸不着。但当置身场馆，每
次接通电源，打开电脑、手机、电灯时，一股强烈的自豪
感都会发自内心，直冲脑海。因为，北京冬奥会场馆里的
所有供电，都是绿色电力——在奥运历史上，北京冬奥会
首次实现了100%绿电供应。更自豪的是，这些“绿电”来
自我的家乡河北。

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已经九十多岁了，
很多时候，都住在北京城的家里，不过，总
扔不掉对于体育运动的关注，尤其是在家门
口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此次，北京与张家口
两座城市的臂膀，紧紧地挽在一起，共同营
造出冰雪交融、群贤云集的比赛殿堂，不由
想起 《奥林匹克会歌》 中所唱：“把用橄榄
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
的躯干。溪谷、山岳和海洋与你相映生辉，
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看
来，尊崇体育运动早已成为全人类的远见与
共识。

很年轻时，就关心全国的铁路交通，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收录了
一篇文章，讲述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如
何克服重重困难，主持修建著名的京张铁路
的故事。

那篇文章详尽地写道：“1905 年，清政
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
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轰
动，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可
是，国外有些极富偏见的人并不那么看。
有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
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
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
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以

中国当时的科技实力，根本不可能完成这
项艰巨的铁路工程。想不到，中国人的智
慧大放异彩，四年后，那条铁路居然全线

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了两年。显
然，以詹天佑为代表的铁路工程团队，为
华夏文明写下了无可取代的精彩一笔。

历史故事，细节重提，依旧与现在北京
携手张家口举办2022年冬奥会紧密联系在一
起。当年，京张铁路青龙桥附近的“人字
形”设计震惊世人。穿越百年时光，作为北
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再
续“詹天佑神话”。首先，从北京出发，穿
越山岭，如何按期修建高速铁路？要知道，
高铁可是中国的一张崭新名片，不但要将北
京城与张家口一线相牵，还要高质量地融汇
在一起；其次，有了铁路，还需质量一流的
交通工具，目前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复兴号
智能动车组。显然，中国的交通科技与集体
智慧瞬间闪亮，时速 350公里的战果，堪与
孙悟空的“筋斗云”相媲美。

中国的力量，绝非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那么张扬，而是令世界叹佩的时速 350 公
里，这属于现代文明的一大“惊叹号”吧。
当年讥笑詹天佑的外国舆论，只觉得自己天
下第一，似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连想都不
敢想，怎么会技压群芳、力拔头筹？难怪詹
天佑曾推心置腹地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
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

如今，京张高铁冬奥列车设备先进，

比如，宽大的活动空间、舒适的乘车座
椅、冰雪主题餐区，甚至还搭载了智能运
维系统、5G 超高清演播室，等等。一条高
铁通道，不但能传输世界性的先进文化，
尤能实现冬奥体育的真实梦想，那就是现
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名言：“奥林匹
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文
化交流与融合。”

在常人心目中，冬奥会离不开严冬与冰
雪，相应的比赛项目很多，比如，冰球、花
样滑冰、高山滑雪等。对于各国公众而言，
无论爱与不爱，亲历或者观赏，这些运动形
式都具备拼搏、求实的整体格调，奥林匹克
格言早已铭记于万千人心中，那就是“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这种感觉让
人想起世界瞩目的中国高铁，想起詹天佑踏
实勤奋的探索：“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
儿马虎。”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奥运精神也在瑞
雪缤纷的舞台上阐释共同的梦想。很巧，唐
朝诗人李白曾在 《江行寄远》 中感叹道：

“疾风吹片帆，日暮千里隔。”显然，速度与
传递文明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眼下，在北京冬奥会的精彩画卷当中，一种
宝贵的世界文明与时代风范，正悄然融入五
洲四海，也流淌在万户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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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疾风吹劲帆
李国文

近日，在邢台
市宁晋县全民健
身中心，小学生们
在教练的指导下
练习轮滑。

宁 晋 县 持 续
推动冰雪运动发
展，大力营造“人
人参与冬奥，人人
助力冬奥”的浓
厚氛围，让广大
群众参与冰雪运
动，体验冰雪运动
的乐趣。

河 北 日 报 记
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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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开在家门口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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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冬奥

2008到2022，
“双奥之城”的变与不变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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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