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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下，苗家青
年、姑娘們打着

手電筒，山歌對唱聲
陣陣。對唱間，一個姑娘和一個青年彼此心
意相通，在同伴的哄笑聲中牽手約會……

被譽最古老東方情人節
伴着苗族山歌和身着盛裝苗族演員的生動
演繹，被譽為「最古老的東方情人節」的姊
妹節，每年農曆三月十五前後在貴州省黔東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縣舉行。

姊妹節是台江縣苗族傳統節日，展現人類
社會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變遷中
男女情愛生活景象，同時也是展示多姿多彩
苗族歌舞服飾藝術和豐富厚重苗族文化底蘊
的盛會。
蘆笙吹響，姑娘們身着盛裝走上街頭，頭

上、身上工藝精湛的銀飾發出悅耳的聲響。
從高處望去，苗族姑娘頭戴的銀飾彷彿組成
一條蜿蜒的銀帶。

五彩姊妹飯內涵傳情意
「頭上、身上的銀飾，衣服上的刺繡、蠟

染，吹的蘆笙，這些都是苗族的文化遺
產。」台江苗族姑娘邰海燕說，每年的姊妹
節，苗家姑娘都要身着自己支系的盛裝，家
裡也會採摘姊妹花做五彩姊妹飯。
「所有看上姑娘的青年都可以向她討要姊

妹飯，但是姑娘給出的姊妹飯中包的東西不
同，內涵也不同。」邰海燕說，如果是樹葉
和松針，表明女生對男生也有意思，但是男
生還得再努努力；如果是辣椒和大蒜，則表
明女生不喜歡該男生，盡早放棄；包一支筷
子則是告訴男生不要再單相思；一雙筷子則
意味着女生願意和男生結婚成家。

「以前交通、通信不發達，人們接觸的機
會少，姊妹節讓年輕男女有機會表達情意。
現在，姊妹節還向外界傳播苗族文化，傳承
民族文化。」邰海燕說。

學校專設刺繡蠟染等課
邰海燕第一次參加萬人盛裝遊行是在

1998年，那時她剛上六年級，參加遊行多
數是本地人。如今，姊妹節受到越來越多人
的關注，每年都有大量外地遊客、攝影愛好
者前來參加姊妹節。
邰海燕說，希望外界對苗族文化的關注不

僅僅是節慶這幾天，而是持續性的關注，讓
民族文化能夠更好傳承下去。
「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在北京當兵，當時我

媽媽穿着苗族服飾去看她，那裡的很多人都
覺得很驚艷，問我父母能不能把衣服賣給他

們。我父親那時候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價值，
退伍以後就開始在全國各地收集民族傳統服
飾，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套了。」邰海燕說。
為了將文化不斷傳承下去，在台江縣，學

校專門設立了刺繡、蠟染等課程，並開展苗
漢雙語教學。
邰玉琳今年7歲，這是她和8歲的姐姐第

三次參加姊妹節。「我覺得姊妹節就是要化
妝、穿好看的衣服，好玩。」邰玉琳說。
「之前我們在上海打工，這幾年才回
來。」邰玉琳的媽媽說，兩個孩子都在上海
出生，但每逢六月六、苗年、姊妹節等節日

時，他們都會趕回來。

孩童從心裡以傳統自豪
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專家委員會

主任委員、著名作家馮驥才曾參觀姊妹節遊
演，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散場以後，兩個穿着
民族服裝的小孩子很自豪地坐在凳子上讓遊
客們拍照。
「他們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裝感到自豪的時

候，就是傳統文化的傳承。傳統文化的傳承
是在心裡的傳承、在記憶裡的傳承。」馮驥
才說。■新華社記者肖艷、張伊伊貴陽報道

現任黑龍江省哈爾濱歷史文化研究
會顧問的孟烈已88歲，曾憑借濃

厚的興趣和堅定的意志，從繪畫專業跨
界影視編導，又從文學創作轉而鑽研哈
爾濱城史，在多個領域均取得建樹。

拍電影著書 跟着興趣走
與孟烈初識於「一書一城．解讀孟
烈歷史紀實小說《國際間諜范斯
白》」閱讀活動中。這位頭髮灰白、
髮絲挺拔、精神矍鑠、眼帶笑意的老
人，言語中透露着詼諧的幽默和巧思
的智慧。
1949年，18歲的孟烈考入東北魯迅
文學院美術部繪畫系，19歲便刊發署
名繪畫作品。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

在影視行業半路出家，以超出常人的
勤奮苦修，在短短十年間先後拍攝了
電影《俠女十三妹》，電視劇《黃克
誠》、《雪城》，電視系列片《中國
影星》等多部作品。其中，《雪城》
獲得1988年中國電視金鷹獎，其他影
視作品還曾獲飛天獎、熒屏獎、五個
一工程等國家級獎項，他本人也曾榮
獲最佳編劇提名。此外，孟烈還當選
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和第五、六次全
國文代會代表，並於2006年被授予黑
龍江省文藝終身成就獎。
「我覺得自己就是個『見異思遷』

的人，一旦有了興趣就跟着感覺走。
電影弄到一半又想寫書，卻沒想到最
後鑽到城史研究裡去。」說起自己的

「跨界」經歷，孟老也止不住笑起
來。也正因被濃厚的興趣所吸引，他
做一行愛一行，幹一行鑽一行。

考證一個人鑽進一座城
「80年代中期，在一次拍戲時，我

從演員秦怡那裡得知范斯白在哈爾濱傳
奇的間諜故事，一下子興趣就來了，想
把他寫成小說。正因為范斯白的身份和
經歷實在太過離奇，讓我不得不產生質
疑，所以我必須要考證他和他經歷的真
實性。」為此，孟烈潛入哈爾濱的歷史
之海，尋覓時空的印記碎片，搜尋詳實
的歷史史料，在史實上下功夫，力求還
原真實。近30載考證，同時在史學界
人士的鼎力相助下，《國際間諜范斯

白》於近日出版。
「為了寫這本書，我去考證一個

人，沒想到慢慢地對城史研究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繼而開始研究這座
城。」由此開始，考證歷史，還原城
市風貌成了孟烈對這座城市最深沉的
愛戀。
一段段塵封已久的往事，似失落在海

底蒙塵的遺珠，雖難睹往昔容顏，卻惹
動着孟烈的心。多年來，孟烈不僅先後
連載並出版了多部哈爾濱老照片圖集，
舉辦哈爾濱老照片展，還考證並發表了
《電影來華的最早驛站》、《東北的無
聲片時代》等哈爾濱電影溯源以及記中
國第一座廣播電台和《「哈爾濱」的釋
義與城市紀元》等城史研究成果。

「隨着對城史考證的不斷深入，我從
心底油然生出了一種責任感。還原真實
的哈爾濱城史和風貌，讓人們更了解哈
爾濱，這讓我前所未有地體會到歷史文
脈對一座城市的重要意義。」

留給歷史 留給後人
1997年5月10日，黑龍江美術出版社
邀請孟烈與李述笑、紀鳳輝等城史研究
學者共同編輯圖片畫集。「當時，來函
上這樣寫着——『希望使其成為一部珍
品，留給歷史，留給後人。』這句話給
我產生的震撼以及帶給我的責任和使命

至今猶在。」
閒坐窗邊，緩緩翻開《畫說哈爾濱》
圖集，對這座城市深沉的情感，瞬間綻
放在這位老人的眼角眉梢間，每一道微
笑的皺紋都恍似染上了愛戀。「在我之
前沒有人做這件事，從此之後再也不可
能有人比我們做得更全。研究和出版這
部圖集的目標『做一部留給歷史、留給
後人的珍品』，我想我們是做到了。」
從塞外村鎮到鐵路興建、從繁華洋場

到鬧市喧囂、從異國獨韻建築群到尋常
街巷的昔日風情，圖集縱向闡釋了城市
的發展歷程，橫向展現了市情的方方面

面。上千張老照片是孟烈和朋友們在上
世紀90年代陸續收集並一一考證，最終
還原出真實的哈爾濱歷史。

閱讀往事 共建明天
「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需要保護，挖

掘、考證正是對城市文脈的傳承，研究
城史同樣也是提升城市內涵的重要工
作。」孟烈說，處於改革開放的今天，
更需要我們加深認識國情，閱讀往事的
碑銘，探尋城市的脈源，加強鄉土教
育，弘揚地域特色，才能共建城市更好
的明天。

「雖然對城史研究並不
是我原本的出發點，但是
它帶給我的成就感是其他領
域所無法比擬的。」孟烈說。
「這些年，我最大的收穫是結

識了一群對哈爾濱城史同樣有着強烈
興趣的志同道合的夥伴。」孟烈說。上
世紀90年代，以孟烈、李述笑等人為代
表的城市文史研究小團體逐漸成型，並
成立了哈爾濱鄉情文化沙龍，即現在的
黑龍江省哈爾濱歷史文化研究會前身。

成立文化沙龍 參與全憑自願
孟烈幽默地說，在沙龍成立伊始，

這個「小團夥」便本着「自由散漫」、
全憑自願的原則進行研討活動。「也正
是源於一份對城市的熱愛和執着，這些
人自發而來，不講求任何利益。儘管如
此，大家認真研究、準確考證的『學術
人格』一點都不含糊。」

研究守護城史 史料證據說話
至今，一段曾與摯友李述笑一同考

證「哈爾濱」一詞釋義為「曬網場」的
軼事仍令孟烈猶憶深刻。
「我在1910年發行的日文版《哈爾

濱便覽》中找到了日本記者記錄時任哈
爾濱地區最高行政長官、西北路兵備道
道台于駟興說的『哈爾濱』一詞的釋
義。當拿給李述笑時，他認為該材料無
法考證是否為于駟興親口講述，因此保
留態度。」孟烈說，直到一年後，李述
笑找到了1907年時任濱江關道第二任
道台薩蔭圖在當時濱江道署編制的《哈
爾濱一帶全圖》上的親自撰文的材料，
他才肯定了「哈爾濱」釋義為「曬網
場」的說法。
「這種考證精神令我最為欣賞，城

史研究就是以史料證據說話，研究歷史
的人只有秉持『學術人格』進行研究和
考證，才是對城市文脈的還原、尊重和
傳承與守護。」孟烈稱自己年事已高，
希望年輕的研究者能繼續秉持「學術人
格」研究考證，尊重歷史，傳承文脈。

八旬編劇跨界冰城史研究 30載考證還原百年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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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1984 年年，，
孟烈受邀孟烈受邀參加參加
《《俠女十三妹俠女十三妹》》
編劇工作編劇工作，，左左
圖為孟烈與扮圖為孟烈與扮
演演「「十三妹十三妹」」
的演員丁嵐合的演員丁嵐合
影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由孟烈等由孟烈等
人主編人主編的的《《畫畫
說哈爾濱說哈爾濱》》圖圖
集集，，為歷史為歷史
和後人留下和後人留下
珍貴的註解珍貴的註解
和見證和見證。。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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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對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有着深厚的情感，有人為她吟詩作賦、有人拍攝她的美

景、有人流連她的四季，還有人考證她的歲月、守護她的歷史。在北國冰城哈爾濱就

有這樣的一個人，二十多年來自發而執着地在散落的珠璣文字裡、在相片黑白與彩色的光影中、在街角

與老巷青磚黑瓦的印刻上，尋找和守護着這座城市的來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哈爾濱報道

!���■■ 孟烈邊翻孟烈邊翻看看
《《畫說哈爾濱畫說哈爾濱》》圖圖
集集，，邊講述冰城邊講述冰城
的點點滴滴的點點滴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吳千攝攝

■■孟孟烈烈（（右右））與與好友李述好友李述
笑研究考證城史資料笑研究考證城史資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黑龍江省黑龍江省
哈爾濱歷史哈爾濱歷史
文化研究會文化研究會
出版的第一出版的第一
輯城史研究輯城史研究
成果成果，，為城為城
市發展建設市發展建設
提供智力支提供智力支
持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攝攝

貴州苗族姊妹節貴州苗族姊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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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裝美食載文化盛裝美食載文化 五彩姊妹飯五彩姊妹飯

■■ 一位苗族小朋友身一位苗族小朋友身
着盛裝與母親一起參加着盛裝與母親一起參加
姊妹節巡演姊妹節巡演。。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