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铁路上 冰花雪月好风光

放下手中的繁忙，奔赴冰天雪地，邂逅一身白雪，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开通一月有余的哈尔滨—大连高铁，疾驰过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被皑皑白雪

覆盖的广阔原野，全程运行不过 4 个小时左右，却用速度拉近了我们与温度的距离。让我们背上行囊，穿上冬衣，带上好酒，踏上白色的高铁列车，在雾凇

间、在冰湖上、在冰峰雪谷里、在茫茫森林中，用热情来体验这一次冰花雪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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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袄、狗皮帽子、凿冰、下网、马拉

绞盘、冰湖腾鱼、全鱼宴⋯⋯每一处都显

得神奇而不可思议。

查干湖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
洁的湖，南北长 37 公里，东西宽 17 公里，水域
广阔，素以“北国大湖、塞外风情”著称。每年冬
季，银装素裹的查干湖冰面上都会上演“冰湖腾
鱼”的冬捕胜景。

查干湖冬捕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源于史
前，盛于辽金，辽代自圣宗起，直至天祚皇帝每
年都要到查干湖凿水捕鱼，并举行隆重的“头鱼
宴”、“头鹅宴”。悠久的历史可以在现在每年举
行的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直观地感受
到：锣鼓、法号震天响起，“首领”、鱼把头、手捧
哈达的少女、头戴各式面具的表演者们分别进
场表演：采集圣火、跳祭祀舞、诵“祭湖词”和“醒
网词”⋯⋯冰面上的古老仪式，完全成了一场令
人热血沸腾、忘掉寒冷的狂欢。

紧接着“祭湖·醒网”之后就是捕捞头鱼。
经验丰富的鱼把头在冰面上仔细寻找出最有
可能出鱼的地方，然后示意渔民凿冰捕鱼，渔
民不一会儿就用专门用来凿冰的“冰镩子”在
冰面上凿开一个大窟窿，然后人们就会用“抄
捞子”捞出一条巨大的活蹦乱跳的“头鱼”。这
些年查干湖的游客越来越多，“头鱼拍卖”也成
为查干湖冬捕吸引人注意力的重要一环。激
烈的叫价争抢中，象征着吉祥好运的头鱼拍卖
总能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一个高潮。

“祭湖·醒网”和“头鱼拍卖”后就可以进湖
观鱼了。在天地一片雪白之中，汽车行驶在辽
阔的冰面上，可以试想：人车在冰面上行驶、“胖
头鱼”在冰面下穿行，共游于查干湖，人与自然
共生共存。

当大部分游人赶到湖面上观看出鱼的壮观
场面时，渔民们却早已在严寒中忙碌了几个小
时。渔民都是在凌晨天未亮时就已出动，狗皮
帽子、羊皮袄、毡嘎达（靴子）、特制捕鱼工具，

“全副武装”的查干湖渔民坐着马车、趁着夜色
奔向早选定的下网地点。虽年年都捕，但渔民
们还是仔细地按规矩来：在下网的过程中，用

“冰镩子”在冰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凿一个窟窿，
一共凿几百个，然后像缝针一样穿杆引线下
网。下网得花好几个小时，每个窟窿都得用五
六匹马拉动绞盘牵引大网。

做了几个小时的前期工作和忐忑等待后，
终于要收网了。渔民们将绞盘固定在冰面上，
用马拉动冰面下长达 2000 多米的大网。如果
冰上没有雪，光照和冰层厚度又适中，那么，就
能看见一张巨大的渔网在冰面下缓缓移动，壮
美异常⋯⋯

出鱼时，几匹马不断地转圈拉动绞盘，伴随
着出鱼口腾腾的“热气”，一条条大鱼“蹦”上冰
面，同行的游客们看到冰面上的大鱼都赞叹连
连、满心欢喜，有的游客还没等鱼完全出水就已
经“指定”为是自己的了。冰面上的鱼不断堆
积，有时能堆成一座座“鱼山”，而站在出鱼口
看，似乎有出不完的鱼，因为查干湖冬捕，普通
的一网有时竟能捕捞出 10多万斤的鱼。

但是，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出，渔民们
拉上来的网里没有一条小鱼，每条鱼拎起来最
起码都有几斤重，大的得二三十斤。这是查干
湖渔民们世代传承下来的不成文规矩：只捞大
鱼，不捕小鱼。渔民们用于冬捕的渔网都是 6
寸的网眼，这样的网眼让渔民们可以“漏掉”5
年以下的小鱼。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尊
重、对人在天地之间的恰当位置⋯⋯查干湖的
鱼把头和渔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规训，世代相
传下来才有了年复一年的冬捕大“丰收”。

当地人不断向客人自豪地介绍，查干湖自
举办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以来，冬捕的单网捕
捞量不断刷新纪录，2009 年曾以单网出鱼量
16.8 万公斤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饱览

“冰湖腾鱼”胜景的同时，说不定你就有幸亲眼
见证一项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过程呢！

饱了眼福的同时不能亏了口福。查干湖旁
有很多农家饭馆，到农家饭馆里来一顿全鱼宴，
看着外面寒冷的冰封湖面、吃着热气腾腾的刚
捕捞的“胖头鱼”，到此一游，足矣。

查干湖冬捕

冰湖腾鱼自壮观
□ 管培利 李己平

◇ 想要在冰天雪地中大饱眼

福，首要注意的无疑就是保暖。东

北地区冬季温度本来就低，最冷的

地方温度能达到零下 40 摄氏度，所

以要做好保暖准备，尤其是靴子，更

要保暖而防滑。

◇ 零下 20 摄氏度左右的低温

环境里，电子设备耗电很快，电池的

使用时间会大大缩短，相机、手机等

准备好备用电源。

◇ 参与滑雪活动时，一定要戴

好专业滑雪镜、穿雪地鞋等。在雪

地里行走时，一定要走大路，最好再

请一个当地人做向导，避免迷路。

◇ 冰面上开车体验会有不同，

但不要激动，遵循湖面上的标志行

驶，更不要轻易玩漂移。

◇ 出行前，最好向旅行社或保

险公司咨询并购买含有此项保险内

容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要熟记雪

场急救电话，留好票据，一旦发生意

外事故，及时请雪场、旅行社和保险

公司协助处理。

如今发达的铁路交通，给我们的出行带
来很多便利。时常听说黑龙江省有一处叫雪
乡的地方，那里降雪量很大，每年 10 月下旬
到次年 4 月都会洋洋洒洒的下雪。怀着对漫
天白雪的期待，我与朋友们从北京乘坐动车
组列车前往哈尔滨，踏上了雪乡之旅。

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我们一行从哈尔
滨换乘长途客车奔赴“雪谷”东升林场。放眼
望去，广袤的东北大地白雪茫茫、一望无际，
村庄里的房顶上落了厚厚一层积雪，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充满了灵性。随着路
边的积雪越来越厚，我们驶入山区。沿着
蜿蜒的道路前行，两旁的排水沟都被填满
了。树木枝丫挂着一团团白雪，乍一看像
熟透的棉花一样，密密松松煞是好看。终
于走进期待已久的童话世界，它会呈现给我
们怎样的惊喜呢？

天渐渐黑了。一片朦胧中，一串串高挂
的大红灯笼忽然出现在前方，映衬着东北宅
院的轮廓，司机说这就是东升林场了。

在提前订好的甲岱农家客栈住下来，大
家开始包饺子，忙得热火朝天。包完饺子，服
务员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味道可口，分量也

足，再喝上一杯自家泡制的药酒，觉得非常惬
意，觥筹交错间顿生“夫复何求”的感叹。

饭后我们去室外点篝火、放烟花。一朵
朵五彩的花儿在夜空怒放，一阵阵笑声在人
群中响起！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
里，我们围着红通通的篝火唱歌跳舞，感受单
纯的幸福与快乐。

第三天早晨，我们把御寒衣物穿戴整齐，

离开农家客栈徒步去双峰林场，这就是著名
的雪乡了。出村子不远，遇到一座落满积雪
微微晃动的钢缆木桥，人走在上边吱呀作响，
颇有落雪累浮桥之妙。过“勇者穿越”石碑
后，景色显得美丽起来，阳光洒在雪面上，泛
着璀璨的光芒。路旁的石壁上，悬挂着一条
条冰凌，如水晶般晶莹。

继续往前走，雪更厚了，景色愈发漂亮。

在我仰头的一刹那间，看到湛蓝的天空中赫
然挺立着一棵银光粼粼的白桦树，它浑身上
下被洁白的冰雪包裹着，看起来就像白色的
珊瑚树。那一刻我领会了玉树琼花的真实含
义，以至于凝望许久不忍离去。

并没有想过会有多么奇异的风景在前边
等我们，却渐入佳境。蓬松的雪花落在树干
和枝丫间，一朵朵，一片片，一簇簇，造型各
异，有的像雪绒花绽放枝头，有的像天然的冰
糖葫芦，有的像巨蟒缠绕其上。又有细小的
冰晶随风飘散，在阳光照耀下如繁星闪闪。
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电影《纳尼亚传奇》里的
场景。

突然，我被一个雪球击中了！原来同伴
们打起了雪仗，我毫不犹豫地加入战团。大
家回归了童年时代的顽皮，你把我推倒在雪
地里，他引起公愤被埋进雪堆里，你被他报复
性地追打，尖叫声不绝于耳。一帮可爱的伙
伴，使我们丝毫不再畏惧酷寒的天气。

雪乡现在是成熟的风景区了，冬季游客
很多，沿街商铺经营着各种商品，而各种毛皮
制品及鹿茸、鹿角、五味子、刺五加等中药材，
则是这里的特色产品。

雪乡拥有传统的东北风情。在这里，
不仅能看到狗拉雪橇、马拉爬犁等东北传
统的交通方式，还有新开发的雪圈、滑雪等
娱乐项目。而那些屋檐下挂着的玉米穗和
红辣椒，漂亮的雪蘑菇，以及顶着厚厚积雪
的房屋，则是摄影爱好者们喜爱的题材，随
着快门不断被按下，一张张精彩的作品源
源不断地诞生了。

牡 丹 江 雪 乡

玉树琼花如梦境
□ 北京火山岩户外俱乐部 王华庚

9 时 46 分，在沈阳北站登上 D8006 次高
铁列车，向目的地鲅鱼圈出发。前不久刚下过
的暴雪，让哈大高铁沿线变成银装素裹的世
界：村庄、田地、城镇都披上雪白的外衣，看着
两旁望不到边的冬日美景，时间越走越快。刚
过11时，当大家还沉浸在辽沈大地的壮丽景色
中时，这趟始发自长春，途径沈阳、鞍山的列车
已经驶入新建好的鲅鱼圈火车站。

刚出出站口，便看见同坐一趟列车的其

他 10 多位驴友，他们有长春的，有沈阳的，有
鞍山的，在网上相约，团购远近闻名的盖州思
拉堡温泉小镇温泉门票，组团洗温泉。

自报家门后，登上在网上租好的大巴车，
直奔温泉小镇。不到半小时，满是欧洲城堡
的建筑群出现在眼前，车辆抵达此行目的地：
思拉堡温泉小镇。接待人员清点人数，核对
订单。此时已近中午12点，按订单安排，10多
位驴友先吃午饭，对虾、文蛤、梭子蟹，吃着盖

州美味海鲜，聊着各自家乡的事，大家彼此熟
悉起来。1点钟了，温泉开始！

换好泳装，走出浴室、来到室外温泉出口。
这是个建造在山坡上的温泉小镇，点缀在坡地
上的百余个小温泉池，皑皑白雪让零下10摄氏
度的气温更显寒冷，腾空而起的蒸汽中，人们享
受着那份冬日温泉带来的惬意安宁。

大家披着浴巾，走过一处回廊后，开始分
道扬镳，一旁是中式，一旁是西式。想感受唐

代温泉文化的朋友，在以仿中式建筑为主的
温泉区停留下来。前往欧式温泉的朋友则不
顾严寒，沿山坡继续上行，去体验那份异国温
泉的奢华。

躺在蒸汽腾腾的温泉水中，冬日的阳光
显得更加温暖，闭上双眼，全身心放松，慵懒
地享受着，谁都不想错过这美好时刻。西边
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落日余晖撒在山坡上，池
水的蒸汽似乎也更多了。到了该说再见的时
候，大家恋恋不舍地回到更衣室。换好衣服，
再度登上大巴，已是下午 5：30。

登上 D1329 次高铁，大家的思绪似乎还
在温泉小镇，掐指一算，每人花费不到 300
元，相约下次再来。还没到晚上 8 点，列车已
回到沈阳，晚餐后回家，美美睡一觉。

雪中温泉看夕阳
□ 皑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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