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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
冬奥会采访

南方日报记者 王 芳

激情共享

记者走笔

冬奥絮语

晶莹世界，燕飞翔
李春雷

非遗新韵

北京冬奥会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日前在北京中山
公园音乐堂首演。余温未散
的年味儿加上北京冬奥会举
办的喜悦在这场音乐会上再
次释放、升华。

北京冬奥会交响组曲
《冰雪相约》是北京文化艺
术基金 2020年度资助项目，
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作
品以“冬奥”为背景，旨在通
过音乐艺术中“交响组曲”
的艺术形式，颂扬、传播冬
奥会和奥林匹克精神。

《冰雪相约》由五个部
分构成。序曲“冰雪梦幻”
运用写意手法，描绘冰雪
季节里无比梦幻的斑斓世
界；第一乐章“冰雪飞舞”
诗意化描绘冬奥会体育项
目，将其与舞蹈语汇相连；
第二乐章“激情梦想”以色
彩明亮的激情抒发宏伟梦
想；第三乐章“冰雪相约”是
核心乐章，北京喜迎八方宾
朋，音乐既有“中国味”又有

“ 国 际 范 ”；终 曲“ 世 界 一
家”是交响组曲的总结，彰
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和平
大爱精神。

据 悉 ，这 部 作 品 将 于
今 年 2 月 至 8 月 在 全 国 巡
演。

（新华社记者周玮）
北京冬奥会赛事正酣，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

国。冰雪健儿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的精彩同样值
得关注。“冰丝带”盈盈飘动，“雪如意”雄踞山巅，其科
技范儿、文化味儿惊艳世界。网友纷纷在网络平台留
言，为祖国点赞！

“雪如意”，全世界最吉祥的建筑，吉祥中的吉祥，
如意中的如意！ （@巧工记）

新科技布满冬奥会，让人们惊讶，为我的国点赞！
（@有缘人）

“雪如意”是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场馆的典范！
（@漫步人生3381）

“雪如意”，寓意、设计都相当出彩！
（@清风隔岸sun）

太壮观，太美了，中国的冰雪情结！祝北京冬奥会
圆满成功，为强大的祖国点赞！ （@文书香）

雪如玉，胜似画，美丽风景通天下。愿河北张家口
誉满天下。 （@爱说真诚话）

张家口赛区雪后初霁，“雪如意”如金凤展翅，蓄势
待飞！ （@张桂珍7893）

高科技、中国风的“冰丝带”静待冬奥选手创佳
绩！祝愿祖国繁荣，国泰民安。 （@广东老胡vlog）

厉害了“冰丝带”，中国人就是要勇于创新。
（@爱色彩的漫步者）

“冰丝带”满满的创新科技元素，为冬奥会带来新
的惊喜。点赞！ （@用户宋英）

北京冬奥会融入了太多的高科技，为冬奥会的建
设者们点赞！ （@清风21960）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建筑外立面采用格栅幕墙体
系，兼具层次美感和遮阳实效，被形象地称为“冰菱
花”。为祖国强大点赞！ （@理财源）

河北新闻网编辑段闪整理

北京冬奥会和我以前去过的大赛都不同，因为这
是一届在严格疫情防控下举行的冬奥会，控制人数成
为每个场馆的主调。

以前去奥运会的混合区，记者们总是挤在一起，手
持录音设备拼命往前伸。如今这个场面变了，在北京冬
奥会，记者还是那么多，但进入混合区的名额需要由赛
事运行团队决定。

如果我计划第二天去五棵松体育中心采访女子冰球
的比赛，那么当晚可以发一封邮件给场馆运行团队进行
预约，第二天基本就能顺利拿到混合区名额。五棵松体
育中心新闻工作间的志愿者透露，来这里有两种办法，
一是预约，二是先到先得。这基本算是国际通行规则。

首钢大跳台也是一个热门场所，2月7日是首钢大
跳台的首个比赛日，不少中国媒体都来看谷爱凌的首
次亮相。为了这一时刻，我提前一晚发邮件给运行团
队，希望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进入首钢大跳台。凌晨，
我收到回复，这个场地实行先到先得制，预约无效。我
打起精神，天不亮就杀到场馆，顺利拿到一个混合区的
名额。这一次，我不再需要拼命伸长胳膊把录音设备尽
量靠近运动员，因为每个混合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或
用麦克风，或用小篮子装录音设备，保证隔着1米多也
能录到运动员说的话。

每一个场馆得到混合区名额的方式都不一样，混
合区名额较少的首都体育馆既不采取预约的方式，也
不实行先到先得制，而是通过摇号的方式确认谁可以
获得宝贵的名额。可惜啊，人生中从未被彩票眷顾过的
我，也没得到首都体育馆的眷顾。

我不甘心地转战主媒体中心碰运气。主媒体中心
的二楼齐聚了中国邮政临时邮局、官方特许商品零售
店等。开幕式第二天一大早，临时邮局的门口就开始排
起了长队，人们都是为了购买北京冬奥会开幕纪念首
日封而来，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也
是如此，自从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吉祥物冰墩墩深受
人们喜爱，不仅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爱不
释手，国内群众也被它圆滚滚的样子萌翻了。

正如冰墩墩所寄寓的——强壮的身体、坚忍的意
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也希望世界各国能发
扬奥林匹克精神，团结起来战胜疫情，让全世界人民早
日回归正常生活，尽情享受运动之乐、冰雪之美。

微言网语

雪花飞舞，脚步轻盈。北京冬奥会期
间，在大海之畔的秦皇岛，省级非遗项目抚
宁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姜艳华，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再次坐在宽敞的工作台前，一边欣
赏激情洋溢的比赛，一边凝神构思新的冬奥
题材剪纸创作。

“冬奥倒计时100天时，我剪出了北京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春节前，我又创作了巨幅剪纸《助力
冬奥 吉祥盛会》。希望这些作品不仅能体
现剪纸艺术，还能促进交流，传递幸福祥和
的心声。”姜艳华说。

剪纸，是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姜艳
华，出生于秦皇岛市抚宁县庄河村一个剪纸
世家，母亲、姥姥、太姥都是剪纸艺人。从小
看着母亲做剪纸，久而久之自己也能剪出不

少花样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学是深厚
的滋养。几十年来，姜艳华致力于民间剪纸
艺术的钻研，不断从构图、技法、装裱等层面
推陈出新，赢得了广泛认可。为把剪纸艺术
传承和发扬下去，姜艳华还创办了“中华巧
女姜艳华民间艺术工作室”，招收了十几名
农村妇女，免费对她们进行培训。

近年来，姜艳华的剪纸创作以重大题
材、浩瀚长卷而著称。2021“一带一路”·长
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上，她创作的一幅36
米长、汇聚数十个重要关隘、刻画了近 4000
个人物的巨幅剪纸作品《长城万里图》，收获
赞誉无数。而这次，创作冬奥题材作品成为
她的心愿，其剪纸长卷《助力冬奥 吉祥盛
会》可谓凝结心血之作。

“长近5米，宽70厘米，是我不久前才开
始构图创作的……”提及这幅长卷作品，姜
艳华言语间掩饰不住激动和欣慰。与以往
慢工出细活不同，这次的创作可谓灵感碰

撞、一气呵成。自 1 月 6 日用毛笔蘸墨落笔
开始，整整 14 天，她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
先是用毛笔书写和勾勒，尽可能体现粗细深
浅不同的线条之美和书法之美，随后取代墨
迹底色，改为富含喜庆年味的中国红为筋
骨，以洁白宣纸的底色为背景，共同营造出
富含激情的冰雪世界。

凝神观看这幅作品，只见憨态可掬的
“冰墩墩”灵动起来，和冰雪运动相结合，尽
情展现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冰壶、冰球等
15个项目。而“雪容融”则跳跃起来，形象展
现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残奥高山滑雪等 6个
项目。每幅图案均精美可爱，动感十足，剪
纸艺术中阴刻和阳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令
其栩栩如生。

14 天里，构思、下笔、着色、剪纸、装
裱……每一个环节，姜艳华都精益求精。最
终，在春节前完成了这幅精美的剪纸长卷，
用剪纸艺术把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呈现给世

界，向北京冬奥会再次献上一份厚礼。
“现在，北京冬奥会已拉开帷幕，期待各

国运动健儿共创佳绩。我也期望，自己能够
通过观看比赛、关注冬奥会的点点滴滴，再
次创作出寓意深刻、绽放冬奥激情的剪纸作
品来。”姜艳华说。

1988年前后，我在河北大学作家班读书。
班上有一位长我十多岁的席姓学兄，来自河
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崇礼农村，他时常谈到
家乡的情景：燕山深处、贫穷、不少人住窑洞；
冬天奇冷，竟然零下四十摄氏度。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最南部，虽然也贫穷，
却没有人住窑洞；虽然也寒冷，却不过零下八
九摄氏度。我，真是难以想象如此贫穷和酷寒
中的人类生活。

听他讲述，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冰雪。外地
人面对冰雪，均小心翼翼、蹑手蹑脚，而那里
的人们，每人一个冰车、两个冰锥，在冰雪上
来去如飞，比步行快多了。

日子虽然寒冷，虽然贫穷，却也有独特的
快乐啊。

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多年。
这期间，由于路途遥远且偏僻，我从未去

过崇礼。虽身未至，却常耳闻，知道那里是全
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但同时又听说那里侧重
发展冰雪产业。于是，我的心头便常常浮现出
燕山深处的那一片晶莹世界：群山黑瘦瘦，冰
雪白胖胖，人们轻盈地滑行，宛若梦境。

实在没有想到，这片寒冷寂寞的土地，却
在悄悄地发酵，逐渐成为世界冰雪运动的中
心之一。甚至于，第 24 届冬奥会场馆也落户
于此。

转眼间，崇礼，已成为世界的焦点。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 2022 年 1 月中

旬，我终于走进了燕山深处的崇礼。
这里的山，不高不低、肥肥墩墩，仿佛老

天专门为了某项产业而设计。的确，此地位于
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又是阴山
余脉与燕山山脉的交会处，山体高大却平缓
浑圆，格外适合冰雪运动。

特别是天气，每年十月进入冰雪季，直到

第二年四五月。李白的名句“燕山雪花大如
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即描写此地苦寒。自古
以来，土生土长的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和生
产，开发了以冰车、冰锥为代表的最原始的冰
雪运动，大大节省了脚力和体力。

大自然，给贫穷的人们减免了一半的摩
擦力。

于是，人们串亲戚、会朋友、上学、打猎、
相亲，都挥舞着冰锥、驾驶着冰车。

如果没有现代社会，如果不是濒临首都
北京，冰车和冰锥，或许还是这片冰雪大地的
主角。

确实，这里的现代冰雪运动，得益于国民
富裕，也要感谢首都北京。这些年，人们的经
济收入丰厚了，生活节奏加快了，精神追求多
元了，便将目光投向了这片位于北京之西的
山地雪原。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崇礼就有
了现代化滑雪场。

冰雪运动，实在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想想吧，人类利用平地、沙漠和水域等，
开发了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以强健身体、
磨炼意志。冰雪区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不可
或缺的板块，而冰雪运动更是一个乐趣无穷
却又方兴未艾的精彩世界。

时尚的滑雪板和滑雪杖，由高科技的金
属、塑料和木材制成。滑雪板的“爷爷”，就
是原始的冰车；而滑雪杖，则是冰锥的升级
版了。

真正的滑雪者，喜欢的是速度、激情、美
感以及征服自然的成就感。

没错，当你站在雪山之巅，漫天飞雪模糊
了视线，远处的风景犹如一幅意境优雅的油
画。你穿着鲜艳的滑雪服，带着新潮的滑雪镜，
脚踩滑雪板，手舞滑雪杖，从高处飞速滑下，寒
风在耳外嗖嗖作响，白雪在脚下哗哗犁开。身
体在雪原上飞舞，心情也在天地间飞舞，忘记
了烦恼，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时间……

此时，远离城市喧嚣的莽莽雪原，就是你

放飞生命的悠扬舞场！
那种飞翔，是身体的放飞，更是精神的

高蹈。
如今，崇礼已建成七大滑雪场。崇礼的山

间，哪里还有窑洞和土房，到处是现代化的精
致楼房。

我也终于见到了席学兄。他原是当地作
协主席，现已退休。他告诉我，每到冬天，全国
各地的滑雪爱好者，便如燕子逐春般来到这
里，长住几个月，尽情享受热“雪”沸腾的欢
乐。他虽年老，也正在跟着儿孙辈学习滑雪。
说着，他笑了，笑声一如冰雪般晶莹闪亮。

顺着他烂漫的笑声，我看向那一望无际
的燕山。

千千万万个山头，披着厚厚的积雪，白白
胖胖，像一只只白兔、一群群绵羊、一匹匹骆
驼，静卧着，微笑着。

我突然想，这片中国北部的山脉，为什么
取名燕山呢？

“燕”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象形字，形肖
燕子。在古代，燕子，是春使者，又是吉祥鸟。在
古汉语中，“燕”又与“匽”“宴”同义，是安宁幸
福的象征，比如新婚燕尔、燕燕于归、燕乐，等
等。可见，“燕”字寓含着先民们美好的梦想。

是的，如果说过去的燕山山区，遍布贫
穷，山民们即使有着原始的冰雪之趣，也多是
无奈的苦中作乐。那么现在，整个燕山区域已
经富裕起来、美丽起来。

过去沉重如山，如今身轻如燕。燕山，这
乌黑与雪白的精灵，和太行山、大别山、井冈
山等一起，恰似一群矫捷的燕子，轻盈起来，
飞翔起来。

这群燕子，是春燕，是紫燕，是海燕。它们
衔着和平枝，带着导航仪，飞在新时代，飞向
中国梦……

李春雷，1968 年生，河北省成安县人。现为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

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

山》《赤岸》《铁壁铜墙》《摇着轮椅上北大》等；短

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

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曾两次获得鲁迅

文学奖，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

奖等奖项。

抚宁剪纸：冬奥长卷颂盛世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姜艳华正在创作冬奥题材剪
纸作品。 李永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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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小朋友在上海闵行区万象城室内滑冰场练习打冰球。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上海“冰雪热”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体
验冰雪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冰雪燃情

▶2月10
日，小朋友在
上 海 闵 行 区
街头“雪景”
中玩耍。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