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片遥远又神奇的土地，广

袤的原野上江河密布，现代化的农田

和荒原 （湿地） 紧密相连。它在中国

的东北角，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

里江冲击形成的大平原，地理上叫三

江平原。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荒。

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我热爱北大荒这块土地，更喜欢描

写北大荒的文学作品，喜欢听唱给北大

荒的歌，这些歌曲好似在我的心里产生

了共鸣。

“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

出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

啊，我爱你。”

这首是 《北大荒人的歌》，唱的是

北大荒，歌声飘过黑土地，是那么令人

激动，老转业军官唱着，遥想垦荒时

代，知青唱着热血沸腾，北大荒人唱

着，更有一股力量在升起，更加热爱和

珍惜家乡这块黑土地。

北大荒不单纯是生长庄稼的土地，

更是产生歌曲的好地方。这些歌曲承载

着北大荒的梦想，作为精神食粮感染着

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们，他们为这块土

地而战，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

终生。

雁窝岛的开发是在歌声中进行的。

“ 北 大 荒 好 风 光 ， 又 有 狍 子 又 有

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是反映雁

窝岛开发的电影 《北大荒人》 的插曲。

雁窝岛，成为北大荒开发的见证，北大

荒精神的发源地。当年的董必武为“雁

窝岛”亲笔题字。黑龙江作家林予以雁

窝岛开发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 《雁飞

塞北》，当年很受读者欢迎。之后，以

雁窝岛为题材的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地出

现。“春风万里雁成行，展翅飘飘归故

乡。旧时无边漫草荒，今日稻香麦更

香。”《春归雁》 是吴汉杰、吴祖光所作

的歌词。《要把北大荒建成天堂》《农垦战

士歌》 以及电影 《老兵新传》 插曲 《快乐

的年轻人》 等，包括 《北大荒人的歌》 都

是缘由雁窝岛的歌。

说到雁窝岛，想到了小时候老师给

我们朗诵的一首诗，叫 《陈越久之歌》，

他 说 ：“ 啊 ， 看 见 了 ， 我 们 的 英 雄 陈 越

久，肩挑猪食担，手拿注射器……”当

年那股激情涌起。其作者罗红芬是当年

宝清县下乡知青。我写了篇散文 《雁窝

岛的诱惑》 发到博客上，一位远在安徽

的朋友马上留言，说他清晰地记得当年

上学时老师给我们讲的知青陈越久的故

事，陈越久因患癌症在上海治疗，临终

时不回家乡宁波市，要求组织上把他的

骨灰运回雁窝岛安葬，他说：“我是北大

荒人。”当时的 《人民日报》《黑龙江日

报》 以此为题发表了介绍他事迹的长篇

通讯。

北大荒的歌，唱起来让人回肠荡气，

黑土地、大平原、原生态风光、现代化大

农业，都浸透了歌声，难怪我们心有灵

犀，这么地喜欢这些歌曲。由此我想到了

当年的作家诗人们，丁玲、艾青、聂绀弩

在这里下放时的创作，乃至于知青作家梁

晓声、肖复兴、张抗抗、李龙云等为什么

对这块土地的钟情。

北大荒的路直，直得像箭一样射向远

方；北大荒的路也有弯儿，弯弯的像一条

缓缓流淌的河；北大荒的路平，平得像镜

子一样照亮行人的征程；北大荒的路像飘

带，系着蓝天和黑土地；北大荒的云白，

白得像棉花糖一样诱人咬上一口。难怪

歌声飘来 《天上没有北大荒》，只有人间

才有。“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川

流 不 息 流 淌 夜 夜 进 梦 乡 ”。这是电视剧

《年轮》 的主题歌，编剧是当年的知青梁

晓声，歌曲的创作者是从宝清县八五二农

场走出去的王黎光。唱着这些歌曲想到当

年“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们的青春在流

淌”。

北大荒本土飞出的歌，成为北大荒人

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这些歌曲让我百

听不厌。如今的北大荒千里沃野，现代

化 大 农 场 满 载 丰 收 的 喜 悦 ，《中 华 大 粮

仓》《请到北大荒来》《这片黑土地》《北

大荒我的家》 抒发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

与赞美。

我至今还记得，孩提时村上的广播

匣 子 播 放 的 那 曲 《新 苫 的 房 ， 雪 白 的

墙》， 是 宝 清 县 作 者 李 士 芬 创 作 的 歌

曲 。 当 年 这 首 歌 走 红 大 江 南 北 ， 令 人

难忘。

是因为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够

产生这些动人的歌曲，随着岁月的淘洗，

这些歌曲更具有影响力。

“ 蓝 蓝 的 江 水 起 波 澜 ”，《乌 苏 里 船

歌》 奔涌而来，向全世界展示赫哲渔家这

幅优美画卷，“白桦林里人儿笑，笑开了

满山红杜鹃”谁都会唱，唱了许多年，总

是令人自豪，这是我们家乡的歌，大顶子

山、乌苏里江就在这里。

对 于 家 乡 最 有 力 的 抒 怀 就 是 歌 声 ，

这是乡恋，这是乡愁，这是热爱，这是

内心的情怀。于是这里的歌曲历史沉淀

深厚，当年抗联战士写有 《露营之歌》，

这是陈雷、李兆麟在七星峰率领抗联战

士打仗露宿七星峰创作的歌曲。还有李

敏作词的 《七星峰》，以及著名歌曲 《咱

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曲是 1948 年马可

创作于佳木斯市。后来随着北大荒歌曲

潮 之 后 ， 一 批 又 一 批 歌 曲 不 断 被 创 作

出来。

北大荒这块土地啊，是歌的海洋，这

海洋是平坦的三江平原，生长于土地上的

作物就是那朵朵浪花，黑龙江、松花江、

乌苏里江是你的血脉，这块疆域上的名字

随着歌声响亮……

（作者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政协原副

主席）

唱给北大荒的歌
贾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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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平庸”，是北京画院首任名誉院

长齐白石在谈到自己的山水画创作时用的

四个字。

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指的是一种创

新的精神。20 多年来，我们北京画院也

努力把“不喜平庸”这个概念运用到对中

国艺术的研究、展览、传播工作中，试图

在新的形势下建构有画院特色的新模式。

西川在他的诗歌 《梦想着灵魂飞扬的

文字》 中这样写道：

把竹子种在 5G 的时代，

竹子壳手机，

竹子壳手表：

环保的新主意。

竹子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被赋予的是虚

心、气节和柔性等美好寓意。中国画生发

性的创作方式其实也很像竹。所以我们也

希望继续把竹种到我们今天生活的“5G

时 代 ”， 希 望 在 这 个 被 人 工 智 能 、 物 联

网、云计算、区块链等许许多多新技术包

围的时代，为古老的中国画找到新的可

能性。

齐白石的晚年在北京度过，他造访过

多个地点，留有无数逸闻趣事。在文旅融

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尝试让白石老人走到

百姓的身边。近年来，在国内兴起了一种

新 的 旅 行 状 态 ， 即 Citywalk （城 市 漫

步）。由此，北京画院从齐白石的自传、

日记、手稿、研究中，一一找寻老人的历

史足迹，我们耗时 5 年，打造了“齐白石

在北京”文旅项目。

“齐白石带你看北京”为主题的小程

序，就是以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为核心，联

动梅兰芳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琉璃

厂、法源寺、陶然亭公园等著名景区及名

人故居，推动齐白石 IP 与北京文旅资源

深度融合。开启一场与齐白石及民国文化

名人之间的拟真交流，回溯齐白石晚年于

北京的生活，前往齐白石旧居纪念馆、齐

白石寓居地、齐白石游览地进行实地打

卡，在这些历史地标性建筑里体会艺术大

师的人生经历，解锁民国老北京文化里的

衣、食、住、用、行……

所有这些有趣的尝试，我们都是根据

手机终端的小程序引导实现的。我们还利

用新的 AI 技术，以齐白石山水画的笔法

画“鸟巢”体育馆、画“高跟鞋”跳台，

画新北京的新景观。而“齐白石在北京”

研究成果也将在年底融入在北京大运河博

物馆、荣宝斋等地举办的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系列活动。展览汇集北京画院、

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

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

美术馆、荣宝斋等十余家机构收藏的齐白

石艺术精品。通过策展+文旅的形式，将

北京画院对齐白石的艺术研究进行文旅融

合与产业转化。

以“白石之眼”为视角，带领观众回

顾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的传奇人生，感受

艺术家眼中的生命万象，体会作品背后的

创作环境和故事背景。2022 年起，我们

启动齐白石艺术数字化工程，耗时一年打

造了全球首个大型“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

影艺术展”，运用新技术手段和场景复原

形式，生动再现齐白石艺术在全国多地展

出，接待观众超过 350 万人次，的确引发

了现象级展览热潮，更深受年轻人的喜

爱。这一展览不仅让观众走入齐白石的艺

术世界，更重要的是将北京画院多年来的

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还有“齐白石的虾”“果蔬之乐”“生

财有道”“百年趣儿”“吉祥祝福”近 40

款品类……通过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

旧居纪念馆、齐白石巡展合作场馆、文创

合作代销机构，将齐白石艺术以更加生活

化、趣味化的形式。尤其是去年推出的一

款“横行天下”的扇子，供不应求，几次

补货，几次断货，的确让齐白石的艺术借

助文创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近

年来，北京画院依托齐白石藏品，兼顾现

代设计与实用本质，推出精致、丰富的齐

白石艺术文创产品，以更优质的文化创意

产品来吸引观众用艺术装点生活。我们从

院藏齐白石两千余幅作品中，挑选出最能

代表白石老人艺术，又能和普通人产生关

联 的 作 品 ， 原 创 设 计 就 这 样 被 生 产 了

出来。

北京画院致力于打造“齐白石”文化

名片，积极推动不同文化领域的跨界合

作，实现齐白石艺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

化和发展。2024 年，为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和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北京京

剧院携手北京画院共同推出新编京剧 《齐

白 石》， 成 为 一 部 备 受 社 会 各 界 关 注 的

“年度大戏”。新编京剧 《齐白石》 聚焦齐

白石 20 世纪 20 年代“衰年变法”前后的

内心矛盾与艺术坚持，将京剧与国画两大

国粹融合，用京腔京韵讲述了齐白石“别

旧我，做新我”的决心，成为齐白石品牌

塑造与推广的一次新的尝试。

1922 年，陈师曾将齐白石作品带到

日本，一举成名。齐白石感叹道：平生羞

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如今，我们

要利用好齐白石的这张中国艺术的金名

片，为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

潮流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以齐白石作

为文化符号，联动国内外资源，形成文化

热点，打造文化 IP，挖掘提炼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成为北京画院的新

课题。

多年来，北京画院已经将齐白石艺术

带往很多国家的艺术博物馆，并得到海外观

众的积极反馈。与此同时，为了能让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国外观众顺利进入展览语境，北

京画院在每次巡展都充分考虑到齐白石艺术

与在地性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国外观众更容

易接受来自中国艺术的精神厚度。

2023 年，由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

心、北京画院、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

司主办的以“花好月圆”为主题的展览就

是一个成功案例。现场用竹帘、琴桌、翠

竹营造出具有东方美学和中国意境的园林

式空间。参观者欣赏立轴、手卷、册页等

多种作品形式的同时，可以沉浸式体验

“齐白石画室”，通过公教活动了解创作过

程 ， 使 用 传 统 中 国 画 创 作 工 具 ， 在 笔 、

墨、纸、砚之间体会作画技法与审美趣

味，还可以在电子屏幕上自己创作一幅中

国书画作品，颇受欢迎。

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中，我们还通过

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国内与国

际的联动，打通展示与传播的渠道，结合

数字与科技手段，让齐白石艺术、让中国

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的全球语境下，焕发

出新的风采。

北京画院以齐白石的艺术为突破点，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强化以科

技赋能优化文化服务与文创产品的供给能

力与水平，同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在“不喜平庸”中，探索

新路径，建构新维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

长，杨雪整理）

走进齐白石的新世界走进齐白石的新世界
吴洪亮

因住北京的北部，常去游

玩 的 地 方 就 是 八 达 岭 和 十 三

陵。十三陵长陵的西侧有条盘

山 公 路 ，叫 昌 赤 路 。昌 赤 路 正

对着长陵的那个路口，有个指

示牌，写着：到永宁。永宁，多

好 的 名 字 。应 该 是 个 镇 吧？每

当 路 过 时 ，我 便 这 么 想 ，什 么

时候能去一趟呢？

今年初秋的一个周末，终

于有了个机缘，我来到延庆区

永宁镇。

这是一个千年古镇，有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和 传 奇

故 事 ，在 发 展 文 旅 的 当 下 ，又

成 了 北 京 城 里 人 在 短 假 和 周

末体验民俗文化、选购品尝美

食的火热“打卡地”。

从延庆区中心出发，向东

北 约 30 分 钟 车 程 ，就 到 了 永

宁古城，这里距北京德胜门也

不 过 90 公 里 。永 宁 的 历 史 悠

久 ，可 以 追 溯 到 夏 商 时 期 ，作

为一座城池，始建于唐贞观十

八年(644 年)，监修者为大名鼎

鼎 的 尉 迟 敬 德 大 将 军 。初 建

时 ，因 城 南 有 条 寒 江 ，被 称 作

寒 江 城 。辽 金 时 期 ，城 池 毁 于

战 火 ，及 至 重 新 修 建 ，已 经 到

了明代。

话 说 永 乐 十 二 年 (1414

年)，明 成 祖 朱 棣 巡 视 北 边 来

到此地，驻跸于永宁北的团山

之上，他环顾四周，见“厥土旷

沃，群山环峙”，倍加叹赏。作

为战略军事家，他又敏锐地认

识 到 此 地 拱 卫 京 师 的 军 事 屏

障 作 用 ，遂 下 诏 ，重 置 隆 庆 州

（后 改 为 延 庆）并 分 置 永 宁

县 。“ 永 宁 ”的 名 字 取 自《书

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

宁 惟 永 。” “ 永 宁 ”，指 的 是

国 家 安 宁 长 久 。明 清 两 代 ，永

宁 的 地 位 一 直 很 重 ，被 纳 入

北 方 长 城 防 御 体 系 ，是 县 治

所在地。

旧 时 的 永 宁 城 是 座 标 准

的 城 池 ，东 南 西 北 各 开 一 座

城 门 。城 中 最 重 要 的 建 筑 是

一 座 玉 皇 阁 ，建 在 南 北 中 轴

线 与 东 西 中 轴 线 交 会 处 ，是

古 城 的 制 高 点 。阁 上 置 钟 鼓 ，

一 为 城 中 日 常 报 时 所 用 ；二

是 具 有 登 高 监 控 的 军 事 作

用 。或 毁于战火，或毁于时间

的磨折，今天旧的永宁古城已

经很难寻觅了，四个城门也仅

保存了遗址位置。只有一座高

高 的 玉 皇 阁 ，古 色 古 香 ，巍 然

矗 立 在 古 城 的 中 心 ，飞 檐 斗

拱，画栋雕梁，气象雄伟。但是

当走进这座玉皇阁，仔细阅读

其介绍文字的时候，发现它也

并不是历史原物，而是当地政

府 在 2002 年 重 建 起 来 的“ 新

的 古 建 筑 ”。这 既 令 人 感 叹 又

让 人 惊 喜 。感 叹 的 是 ，虽 然 纸

上 记 载 的 古 城 历 史 文 化 丰

富 ，但 留 下 来 的 成 规 模 的 实

物 并 不 是 很 多 ；惊 喜 的 是 ，尽

管 留 存 的 实 物 不 是 很 多 ，但

古 城 的 历 史 文 化 气 息 依 然 是

浓 郁 的 。比 如 面 前 的 玉 皇 阁 ，

是 按 照 原 物 样 子 ，在 原 来 的

位 置 ，使 用 传 统 建 筑 材 料 ，以

传 统 工 艺 修 重 建 起 来 的 。用

这 个 办 法 ，让 古 城 的 标 志 获

得 重 生 ，让 古 城 的 故 事 讲 述

下 去 ，不 失 为 一 个 好 的 文 化

传承案例。

同 浓 郁 的 历 史 文 化 气 息

共存的，是古城浓郁的生活气

息 。从 玉 皇 阁 向 北 ，是 新 建 的

拱宸街，永宁古城最重要的民

俗文化街和商业街。周末的拱

宸街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

很 多 来 自 北 京 的 年 轻 人 穿 搭

随意，松弛感很强，在这里，主

打一个体验民俗文化。

永宁的民俗文化特点，我

认 为 是“ 多 元 会 聚 ”，特 色 明

显。沿着拱宸街，边走边看，你

会 有 一 种 赶 大 集 的 感 觉 ——

不是赶某一个区域的大集，而

像 是 同 时 在 赶 北 京 、河 北 、内

蒙古乃至东北的大集。为什么

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街上的手

工艺品、食品、蔬菜、水果、山货

…… 种 类 实 在 太 多 太“ 杂 ”，多

到 让 你 觉 得 它 们 不 可 能 来 自 一

个地区，而必须来自“多元”。比

如，竟然有卖新鲜榛子的，带绿

皮 的 大 榛 子 ，我 只 在 东 北 才 看

见 过 。还 有 一 种 羊 奶 果 ，印 象

中，在去往坝上草原的路边卖得

较多。

“多元会聚”中，永宁民俗文

化自有其突出的亮点。以“美食”

为 例 ，最 大 的 亮 点 在 于 豆 腐 和

火勺。

永 宁 豆 腐 名 气 大 。明 清 之

时，民间就流传着“南京到北京，

要吃豆腐到永宁”的说法。豆腐

好，是因为这里水好、豆子好。永

宁豆腐，据说以酸浆来点，所以

软糯香中透着点酸，风味独特。

如今的拱宸街上，最多的还是豆

腐。豆腐、豆皮、油豆腐、豆腐丝，

一 个 豆 腐 丝 也 能 分 出 六 七 种 口

味来，常味的、咸的、辣的、麻辣

的 、孜 然 的 、香 薰 的 …… 令 人 目

不暇接。

再就是火勺。永宁火勺是永

宁的文化遗产，永宁火勺的制作

手 艺 是 永 宁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在 永 宁 ，做 火 勺 叫“ 打 火

勺”，从揪剂子、揉面团、擀成型

到入烤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富有观赏性。而出炉的火勺，色

泽微黄，外酥里嫩，散发着一股

面香和馅儿香，能趁热吃一口，

真是享受。

现 在 ，中 秋 节 将 至 ，永 宁 古

城 的 家 做 老 式 大 月 饼 也 陆 续 摆

出来了，大若圆盘、重以斤论，月

饼店老板的底气足，说话声大：

“这样才叫大团圆！”

玉 皇 阁 下 ，还 有 蹦 爆 米 花

的、晒薯干杏干桃干的、编艾草

枕的、炸麻花的、炒酸奶的、压果

丹 皮 的 、卖 水 饺 的 …… 走 着 看

着，就有一种恍若穿越的感觉，

穿越历史未来、穿越城市乡村、

穿越少年中年老年，元气充足的

人 间 烟 火 气 ，唤 醒 了 深 藏 着 的

记忆。

千 年 古 城 ， 落 俗 而 欢 。 永

宁，我还会再来。

到

永

宁

晓
宁

▲永宁古镇

精彩阅读

1922 年 ， 陈 师 曾 将 齐 白 石

作品带到日本，一举成名。齐白

石感叹道：平生羞杀传名姓，海

国都知老画家。如今，我们要利

用好齐白石的这张中国艺术的金

名片，为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

在全球文化潮流中提升中华文化

影 响 力 ， 以 齐 白 石 作 为 文 化 符

号，联动国内外资源，形成文化

热 点 ， 打 造 文 化 IP， 挖 掘 提 炼

中 华 文 明 的 精 神 标 识 和 文 化 精

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Z 烟火人间

■我见我闻

Z 名家名笔

一步一景续文脉，一砖一瓦皆历史。

北京城，因为一条纵贯南北 7.8 公里

的中轴线，成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

作”。这条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串联起

15 处遗产构成要素，浓缩着古人的建筑

智慧和礼制文化。

中国著名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说:

“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

的建立而产生。”

中轴之光

诚如一把靓丽的标尺

把古都文明精准丈量

从无到有到前所未有

永定门天地日月先农坛

所谓九门八点一口钟

每一个角落都曾历史灿烂

诚如一道坚硬的脊梁

让古都北京挺直胸膛

从无到有到绝无仅有

紫禁城东西南北居中央

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四

每一寸文脉都很金碧辉煌

天人合一，左右相安

独有壮美秩序中轴线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台前闪过太多王侯将相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相伴双奥之城南北延展

凤凰展翅，鸟巢飞歌

天安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愿看故宫一场雪

昨夜不知谁深情

一枝寒梅锁明清

最是帝王遮不住

前朝后市 左祖右社

江山社稷气派

贝阙珠宫万重门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长）

壮美秩序

北京中轴
毛梦溪

Z 诗词鉴赏

▲“花好月圆”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