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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一袭唯美的画卷——吉林市，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吉祥天佑，林碧水秀;一
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城市。历经了千年风霜的洗礼，如今的吉林市透出一股子包容与韧劲。

位于吉林省腹地、长白山腹地、长吉图腹地、东三省腹地、东北亚腹地的吉林市，是一个文化交融碰撞的地
方。名动四方的古城文化、名标青史的满族文化、名不虚传的山水文化、名扬四海的雾凇文化、名声在外的渔
猎文化、名副其实的节庆文化……诸多文化相生相融，兼收并蓄，在这里生根、成长，又在这里发扬与光大。

如今，吉林市也正像一桌集满族与汉族精华的满汉全席，六道大宴正等着世人层层深入、层层探
索、层层解读、层层体味。追昔一段光阴的故事，感悟一方满汉风情的热土，探寻一个心中的旅游胜
地，一袭唯美画卷正徐徐舒展开来。

名动四方：古城文化

长达2200多年的建城史，让吉林市成为一座历史与
现代完美交融的城市。千年前商贾云集的乌拉古镇，是
后金时期重要的补给基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于晨钟
暮鼓中历经了世事繁华。

他人眼中的吉林市，是一座人文丰富的城市——历
史悠久、古韵悠长、百姓淳朴、安居乐业、景色宜人，让人
流连忘返。但无论他人的语言怎样华美动听，都不及亲
自走进这里，用心、用情感受一番。

鲜明而低调，充盈而内敛。这里，既像一个戴着面
纱的妙龄少女让人为之着迷，又像一位鬓角斑白的老者
那样深藏着许多世人难以解读的符号，磁石一般散发着
独有的魅力与韵味。

浅唱低吟，吉林市的美映在银屏上。2015年3月，首
部本土电影《我们遇见松花湖》立项拍摄，拉开了“打造
城市文化新坐标”的序幕。把电影用于城市推广，既是
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也是一次以文化
传播的方式推介吉林市旅游的有益尝试。第 24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电影《我们遇见松花湖》在刚刚落
成的人民大剧院首映。现在，这部电影标注“江城”品
牌，将头戴“第 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特别贡献奖”、

“第 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影展纪念奖”两个光
环，投放至全国及海外的电影院线上映播出。

岁月静好，吉林市的美写在书简里。闲暇之余，品几
口茗茶，读几页文字，回顾一段历史。随着人们对旅游品质
要求的提升，旅游带给人们的可以是品味，还可以是心灵的
静谧。在临江的屋子里，推开一扇窗，沐浴阳光带给你的慵
懒。这是旅游的另一种意境——静下心来，透过满族文化
书籍《吉林市小白山——满族的望祭山》、文学剧本《寻梦雾
凇岛》，在字里行间寻着智者的足迹，与他们的心灵不期而
遇，静静品味吉林市这座古城的意蕴。

直抒胸臆，吉林市的美集在阔论中。经常被关注，
因为厚积薄发的底蕴。2015年1月16日，“韩屯现象”研
讨会在被誉为“中国雾凇仙境第一屯”的龙潭区乌拉街
镇韩屯村举行。“韩屯现象”引发新华社吉林分社、《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社、北京青年报有关专家、学者热议，发
展雾凇冰雪旅游被提升至“东北经济振兴路径”新高度，

“白雪换白银”思路引起各方关注。2015年4月26日，吉
林满族文化与旅游座谈会召开，“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思
路被国内满族文化专家、学者点赞。

名标青史：满族文化

悠久的历史，给吉林市留下不少满族古迹和文物
——王百川大院、百花点将台、乌拉“三府”古建筑遗址，
还有那些传承已久的满族民俗，都彰显出这里独特交融
的满汉文化特征。

吉林市是满族的重要发祥地，清帝康熙、乾隆三次
东巡吉林，留下了帝王诗句。吉林市还是天下满族人寻
根问祖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乌拉古城、小白山望祭殿、古
船厂等，无一不在述说着吉林市满族文化渊远悠长的历史
岁月；沿袭至今的萨满文化、饮食文化、婚俗文化、服饰文
化，无不彰显出满族民俗的神奇魅力。

4月26日，一场以满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开江鱼美食
节开幕式上，复原表演了满族祭祀长白山、祭祀祖先盛况。
满族民俗文化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发扬，集“游、食、住、娱、
购”于一体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也已初步形成：在一些
著名的满族风情景区（点），可参观到独具特色的满族民居、
满族服饰、满族民俗生活史料和文物，观看到颇具满族特色
的驯鹰养鹰猎食场景、萨满表演和吉林乌喇大型山水实景
灯光演绎，感受清王府及普通满族民居的别样情趣，体验满
族灿烂的饮食文化等。

松花江畔的吉林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大型实景歌舞演出《满韵清风》的策划排演，便
是吉林市岁月沉淀后的“回响”。回望历史中，走近“未
来”——一场集山水实景演绎的歌舞表演中，远远传来
浑厚的歌声。循着歌声而去，竟然寻到千百年前的满韵
清风。看客们一面望着温婉轻盈的松花江水，一面对着
歌舞，脸上满是“不虚此行”。

旅行的意义，就是抛开杂念，享受现在。具有满族
特色的乌拉街满族古镇、韩屯满族民俗村、雾凇岛一日

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会让人从现实生活穿越回到几
千年前；吉林乌喇主题公园、满族博物馆、东福满族风情
园、枫林山庄满族民俗村等景点与松花湖、北大湖、拉法
山、北山等著名景区自然连线的旅游线路，会让人不再
考虑此番旅程的得失；吉林市于2014年推出的春夏秋冬
四季旅游线路、“白金三角”和“黄金三角”东北旅游精品
线路，以及年初推出的满族文化、宗教文化、摄影采风等
旅游精品线路和即将要打造推出的历史文化、冬季旅游
等精品旅游线路，满族民俗景区点都是旅游产品构成的
主要景区点，也是对外推介的重点，会让你在游历中观
古村历史风貌，享乡村民俗体验，感伏羲始祖文化……

名不虚传：山水文化

美丽富饶的松花江蜿蜒穿城而过，城市平添了几分
灵秀，仿佛一转身，便能与千年前的《松花江放船歌》中
的壮景回首相望；重达 1700公斤、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
下落凡尘，让吉林市与星际间多了几分“魂牵梦绕”；伟
岸雄奇的白山湖、清幽俊逸的红石湖、壮阔苍茫的松花
湖，三湖叠翠、千姿百态、千娇百媚；前朱雀（朱雀山）、后
玄武（玄天岭）、左青龙（龙潭山）、右白虎（小白山）,四座
神山环城屏立，天佑吉祥……在吉林市游走，随便步入
一景，都能邂逅意想不到的惊喜。

微风偶尔带来的只言片语中，或勾勒了一幅远方的
图景，或丰富了听者某一领域的知识，打开了一扇寻觅
已久的天地的大门，带来一种让人从未始料的视野：吉
林市对满族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宣传
推广，在旅游宣传资料上大幅增加了满族博物馆、吉林

乌喇主题公园等民俗景点的内容；在开江鱼美食节、雾
凇冰雪节等旅游节庆活动中加入了更多的满族民俗元
素，如开江鱼美食节的祭江仪式、雾松冰雪节的河灯施
放等；在对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中融入满族民俗的内
容，向域内外游客展示吉林市满族民俗风情，如在主要
客源地开展的推介活动中穿插满族歌舞表演、在深圳举
行吉林市风情周的满族民俗风情表演、在2009年东博会

“吉林八景”展厅进行的满族风情表演等等，无一不像一
缕“满韵清风”，吹向心际，震撼心底。

“满韵飘香”流淌着的是古色古香，“清风飘洒”吹拂
的是意犹未尽。告别“酒香不怕巷子深”时代，2014年以
来，吉林市不断加大以满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推介和营
销力度。“四大气象奇观”营销峰会、“韩屯现象”研讨会
引得广泛关注。吉林至北京的“松花湖号”、吉林至宁波
的“雾凇号”旅游列车的冠名开通，成为了吉林市的流动
宣传载体，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对外影响力。吉林市与桂
林、上海、河南等地分别打造的“南游桂林，北游吉林，寒
来暑往，富桂吉祥”“海誓山盟”“豫见吉林”等旅游产品
推介会，成为了业界旅游营销的亮点，反响强烈、效果显
著。主动融入、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吉林市联合延吉、珲
春、图们三地，整合特色王牌旅游资源，联手打造的夏季
避暑休闲度假“黄金三角”和冬季雾凇冰雪温泉“白金三
角”旅游产品及精品线路，成为了东北经典旅游产品。借
助“四大气象奇观”营销峰会、“韩屯现象”研讨会的成功

举办，吉林市印制推出了“中国四大气象奇观”和“中国四
大自然奇观”宣传单，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张大双
眸，觅合作空间；悉心烹煮，酿醇度美酒。通过区域合作
的“牵手”，吉林市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极大提升。

名扬四海：雾凇文化

盘坐在古色古韵的满族火炕上，烫一壶烧酒，啜上
几口满族特色美食，远离现代都市生活的喧嚣。走出门
外，天地间只剩一抹白，“千树万树梨花开”。室内的暖
和室外的冷，东北人的热和雪野上的凉——这，是雾凇
岛的神韵，也是吉林市挖掘民俗文化做强做大的旅游产
品，吉林市旅游的金字招牌。

曾几何时提起这里的冬天，只有漫天白雪，冰封万
里，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让人感到黯然无趣。如今，这番
景象却截然不同了——冰雪旅游，雾凇+民俗……+

“N”。吉林市围绕各种冷资源的多元化打造，“素描”出
雾凇岛的无限风光，“诉说”着发展旅游的浓重情感：

2015至2016雪季，雾凇岛全域内的“农家乐”由上一
个雪季的82家，增至124家。截至2月29日，雾凇岛景区
接待旅游者55万人次，与上一个雪季相比增长57%，创造
经济效益6300万元。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雾凇岛日接
待住宿和登岛的游客最高峰时达6000人次。

吉林市领导和旅游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雾凇岛项目
建设，市委书记赵静波、市长张焕秋等市领导亲自抓乌
拉街、雾凇岛旅游区的规划发展和项目建设，多次深入
韩屯村、雾凇岛现场办公，先后解决了韩屯村上下水工
程、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渡船改造、临时应急桥梁、

“农家乐”工商执照等问题。
从2015年秋季开始，市区两级政府先

后投资650万元，建设、维修通往景区及周
边道路基础设施，完成了202国道到乌拉街
镇区7.7公里沥青道路路面维修，乌拉街镇
十字街到韩屯村5.13公里水泥路新建项目，
杨屯到旧街、韩屯到卢家及雾凇岛周边5.7
公里水泥路新建项目。

吉林市旅游主管部门积极推进企业
与乌拉街镇、韩屯村对接，多次召开现场
办公会，推进景区开发建进程。为确保乌
拉街雾凇岛景区开发与保护并重，促进乌
拉街雾凇岛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14
年12月，旅游主管部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
旅游科学研究所，启动《吉林市乌拉街——
雾凇岛景区发展规划(2015-2025)》编制工
作。现规划已先后6次征求各方意见、7次
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规划文本。

未来三年，投资企业还将在雾凇岛（韩屯村）景区投
下巨资，将雾凇岛景区打造成为5A级景区，开发包括室
内、室外水上旅游项目，建设商业购物中心、生态农业采
摘园、满族风情园等。

名声在外：渔猎文化

走进昌邑区土城子乡渔楼村（鹰屯），一股古老浓郁的
鹰猎气息扑面而来。你会觉得有如走进喜马拉雅青藏高原
古地，有如走进塔克拉马干丝绸之路罗布泊中。因为，此时
的你已经来到了人类与自然完整结合的文化尽头。

长白山下松花江边的渔楼村，曾是金代文明的发祥
地。数百年间，渔楼村传承着古老的鹰猎文化。这里培
养了诸多驯鹰和养鹰能手。至今这里300多户满族人家
仍然保持着捕鹰、驯鹰、养鹰的传统，全屯有鹰把式50余
名，其中著名的鹰把式赵明哲已被认定为中国民间文化

“海东青驯养”的杰出传承人（伊尔根觉罗氏——赵姓），
并被誉为“鹰王”。现在居住在此村的满族关（罗）、赵、
杨、奚、付、曾、刘等家族，都是满族鹰猎文化的直接传承
家族。如今，渔楼村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生态基地，
并且有了另外一个真实而又具体的名字——鹰屯。
2015年10月，旅游主管部门通过采风活动挖掘到了这些
历史遗迹，鹰猎文化节也因此像鹰一样翱翔在天空中，
俯瞰这个富有浓烈满族风情的古村落。现在，来到鹰

屯，你可以看到鹰把式们腰挎一把“河州回回刀”，臂套
皮鞲，手抓勒绳，威风利落的样子，还可以欣赏到高手们
放鹰的精湛技艺。

从渔楼村望天，吉林市的天是透明的，纯净的蓝。
午后的天空中，竟一边是灿烂的阳光，一边显出淡淡的
弯弯的月牙。据当地人介绍，若是在冬季的夜晚，那景
象可谓日月同辉。雾凇冰雪摄影大赛上，这里的凇情、
这里的民俗都是最好的“底版”。每一年，雾凇冰雪摄影
都会吸引域内外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他们在用镜头多
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吉林雾凇冰雪的独特景观和北国江
城的美丽风光、风土人情、文化特色的同时，给人以沁人
心脾、美好遐想的艺术享受。

名闻遐迩：节庆文化

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吉林市旅游的精华所在。以满
族为主的民俗文化，以高句丽文物古迹、乌拉街“三府”
等为主的历史文化，再加上散落在城市周边的历史景
点，都能织就绚丽多彩的文化旅游经济带。

千年历史积淀的城市，总是少不了各种节庆活动。
而吉林市的节庆，绝对称得上品类多、味道好，特色
鲜明。

雾凇冰雪节是吉林市举办时间最长、迄今为止仍然
保留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节庆活动。1991年，第一届雾凇
冰雪节的“主角”是冰灯、河灯、彩灯。1995年，第五届雾
凇冰雪节延伸“雾凇”产业链，首推雾凇冰雪活动、冰雪
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经贸活动4项大型活动。2003年，
第八届雾凇冰雪节整合全市冰雪旅游资源，推出了“冰
雪香格里拉”3 日游、4 日游、5 日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2011 年，第十七届雾凇冰雪节首次把节庆同温泉、乡村
游、民俗活动等特色旅游产品结合起来。2015 年，第二
十一届雾凇冰雪节以交响音乐会形式高雅启幕，中国四
大自然奇观推介峰会、冰雪摄影艺术展等等，旅游和文
化产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发展……

绚丽多彩绽放十四届的蛟河红叶节，借助“红叶”品
牌，逐年提升“红叶经济”。特别是本届红叶节，通过网
络征集微博达人，再通过他们的微博传播“巨能量”，让
红叶风情顺着纤细的网线走向了世界各地。

开江鱼美食节用十一届精彩活动“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热恋者”。在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第十一届开江鱼
美食节期间，美食与文化激情碰撞，现代与历史交汇，广
大江城市民不仅品尝到了久违一年的开江鱼美食，还欣
赏到了难得一见的满族祭祖大典表演、祭江表演。

在年复一年的推陈出新中，节庆活动以历史文化资
源为载体，与民俗风情融合，与旅游产业互动，对展示吉
林市城市形象、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升级转型
起到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文化效应、品牌效应、经济效应
与社会效应的四丰收。现在，吉林市又推出旅游主题宣
传语“2.0版本”——“满族发祥地 吉祥四季行 吉林市
欢迎您”。“2.0版本”宣传语以人文、地理、历史为轴，色
彩上有机融入青山绿水，动静与虚实结合、雄浑不失婉
约，彰显出“吉祥天佑 林碧水秀”城市品质，直观传达出

“旅游文化名城”的城市功能定位，具有高度的艺术感，
大大增强了“吉林旅游”品牌的记忆度。

深入吉林市，多元文化碰撞积淀，文化与旅游相得益
彰。若你被吉林市的古韵与文化深深吸引而喜欢上这座
诗意栖居的城市，你只是爱上了吉林市的“表”。若你走
得再深入一点，深入小巷、山川的深处，来到这座城的

“里”，这里又是一方更为广阔的天地——曲径通幽，豁然
开朗。

满汉全席，六道大宴，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在这座
包容的城市里生了根。让吉林市这座历史氤氲中的城
市，时时迸发出让人惊叹的力量，吸引着远方的游子与
归人，吸引着文人骚客前往，或瞻仰，或寻觅，或探索
……瞻仰这里的千年遗存、寻觅似曾相识的邂逅、探索
鲜为人知的故事。

歌中说，路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的果儿等人摘，远
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但我相信，展开这袭美丽的画
卷，哪怕只有一顿饭的时光，也能品味出满汉全席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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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顿饭儿的时光给我一顿饭儿的时光 还还您满汉全席的味道您满汉全席的味道
——吉林市挖掘吉林市挖掘满族文满族文化之路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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