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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湖寻
□柳邦坤

在山口湖，你
会感受壮观、邂逅
美丽、觉得爽心。
山口湖，是建设山
口水利枢纽形成
的水库，是人工
湖。我曾在山口
水利枢纽建设中
和建成后，到过这
里。如今，山口水
利枢纽的名字已
被人们淡忘，山口
湖成了新的名字，
而且这名字还越
叫越响亮。

双城第二女子放映队
□李振刚

上个世纪
的 五 六 十 年
代，由双城姑
娘组建起来的
“双城女子第
二放映队”，在
那个文艺生活
匮乏的年代，
这个女子放映
队为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
策，满足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
活做出了非凡
的成绩。

梦

乡下露天电影。

离开五大连池市去山口湖，经二龙
山农场场部。二龙山和它东边的龙门
农场、西边的龙镇农场，都带一个“龙”
字，得名与毗邻五大连池东、西龙门山
两座火山有关。还路过农场下属的分
场和部队农场，此外就没有人烟。沿途
均是一马平川，路两边多是一望无际的
良田。走了近百里的路途后，就看到了
连绵起伏的山，我们已踏上了进山的
路，建水电站、修水库，离不开大山，看
到山，说明距离目的地已不远了。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坡越来
越陡，山也越来越高。我在想象着山口
湖的壮观，想象着山口湖的美丽。公路
与讷漠尔河相会了，在公路的左侧，宽
阔、欢腾的讷漠尔河正汩汩流动着。山
口水利枢纽工程就是把这条嫩江的支
流拦腰截断，现在看到的水是从泄洪闸
流出的。

拐了一个弯，爬上一个坡，就看见
了矗立于山野间的一幢幢新楼，这里是
山口水利枢纽的办公区和山口湖度假
村。我急不可待地向水库奔去，眼前是
一条宽阔的峡谷，在峡谷中，一座宏伟
的大坝呈现在眼前。我们踏上坝顶，壮
阔、浩瀚的水库库面让我们惊奇。这是
我见过的库面最大的水库，它的最大库
容近 10亿立方米，湖区平均水深达 15
米左右，最深处达40米，湖面84平方公
里，是黑龙江省较大的人工湖。听陪同
的朋友介绍，乘坐快艇从大坝附近出
发，到库区另一端折返回来，要用两个
小时左右时间，可见湖之大。这是我见
过的库面最美的水库，湖的四周是连绵
起伏的山野，山野上，树林密布，郁郁葱
葱；花草繁盛，生机勃勃。极目远眺，看
不到湖的尽头，水天一色，湖水湛蓝，望
之心醉。山口湖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
石，安卧在绿野间，可见湖之美。

讷漠尔河古称纳穆尔河、纳木尔
河，是蒙古语，意为“秋河”。讷漠尔河
全长588公里，发源于小兴安岭南麓佛
伦山双龙泉，流经北安、五大连池、克
山、讷河、嫩江五个县（市），为嫩江水系
左岸的大支流，流域面积 13945平方公
里。讷漠尔河全河属山区半山区河流，
地形多变，流域坡度大，汇流快，全河总

落差228米，多年平均流量26立方米／
秒，年经流量8.2亿立方米，水能资源潜
力非常大。讷漠尔河流域规划为峡口、
山口、田船口、土泥浅和讷南五个梯级
开发，山口水利枢纽为第二梯级、第一
期工程。

拦河坝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两山
之间，它始建于 1995 年 8 月，竣工于
1999 年 10 月。它的坝身长 763 米，坝
高 35.7 米。站在大坝上，觉得视野开
阔，我们处于海拔 302米的高度，环顾
四野，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未蓄
水前，我来过这里，溯河向前望去，只见
讷漠尔河在未抵大坝前，没有羁绊，仍
无拘无束地奔流着。山口水利枢纽正
式蓄水后，我又一次来到这里，讷漠尔
河形象已不复存在，汪洋恣肆取代了小
河弯弯，在这大坝上伫立，让人感慨万
千，思绪万端。

参观水利发电站发电厂房，也会让
你震撼。电站是1995年8月开始建设，
1999年12月竣工，总装机两台机组，装
机容量 2.6万千瓦时，年发电量近 4000
万度。从地面下到地下深处的车间，只
见20多米落差的水冲击着巨大的水轮
机，水轮机飞速旋转，然后推动发电机
运转而得到电力。

电站发出来的电直接并国网，给千
家万户送去光明。由于山口水利枢纽
工程的建设，也完全完全解除了下游的
洪涝灾害，并对嫩江、松花江防洪发挥
了调节作用；新增水田 60万亩。山口
水库具备年产量 3307吨的养殖条件，
优良的水质适宜鱼的生长，是巨大的鱼
类养殖场；可解决500万人口的城市居
民生活和工业用水，水质经过专家鉴定
为国家二级地表饮用水，是安全优质的
水源地……

巍峨壮观的大坝，还有气势恢宏的
发电厂房……这是抒写在大山里的壮
丽诗行，这是屹立于荒野上的一座不朽
的丰碑！

我乘坐游艇畅游了山口湖，时间有
限，我们不可能看到山口湖的全貌，只
是看到她的一小部分。壮观、浩瀚的山
口湖，宽阔处似大海烟波浩渺；湖湾处
如碧潭水波不兴。微风过处，倒映在水

中的群山摇曳，水在山中，山在水中，人
在画中……

山口湖具有典型的山谷湖泊和小
兴安岭自然景观，看不出她是人工湖
泊，浑然天成，天生丽质。湖水与岸边
的群山、树木，那么和谐，那般协调。湖
面，不时现鸥鸟拍翅翔舞，这里是鸳鸯、
中华沙秋鸥、丹顶鹤、飞龙、灰鹤等 164
种鸟类的栖息地，也是野猪、马鹿等动
物的家园。湖区有植物 1893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8种。

游艇行至湖心岛，炮台山岛、老道
营岛、神龟岛……岛上植被茂盛，座座
湖心岛犹如镶嵌在水中的翡翠，恰似坠
落在湖上的星辰。

游艇来到湖岸边，岸上的金龟山、
怪石山、三块石、孩儿石、八戒石、石猿
山、石林、忘忧石……是大自然以鬼斧
神工的妙手，把这些峭岩雕琢成人、动
物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让人赞
叹不已。

我是夏天游览的山口湖，身边的朋
友告诉我，这里四季景色各异，春天湖
开时，百鸟云集，嫩草发芽，树木吐绿，
野花绽开，无限生机；秋天落霜后，五花
山色，金光闪闪，绚丽多彩，天蓝水碧，
景致醉人；冬天冰封后，白雪皑皑，银装
素裹，玉树琼枝，银色世界，妙不可言。

我看了夏天的山口湖，是润肺、养
心的休闲之旅。听了介绍，我神往春天
的山口湖，乘上开往春天的快艇畅快驰
骋；期待秋天的山口湖，感受收获与成
熟的魅力；想看冬天的山口湖，观赏雾
凇奇观、冰雪盛景。当然也希望夏日重
游山口湖，还有漂流、垂钓也让人心动。

山口湖已先后获得国家4A级旅游
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黑龙江
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省
级地质公园等殊荣，是五大连池市的一
张靓丽名片。山口湖与紧邻的两个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五大连池、大沾河，形
成旅游网络，成为吸引众多的游人纷至
沓来的观光地。田园风光、水上娱乐、
湖光山色、水鸟世界等四大景区，让游
人流连忘返；山口湖里的鳙鱼、鲢鱼、鲤
鱼、鲫鱼鲜美可口，湖鱼宴、野菜宴别具
特色，让游人获得舌尖上的享受。

多少年来，在黑龙江就流传着这样
的俗语：“呼兰的葱，阿城的蒜，双城的
菇娘不用看。”如今，呼兰、阿城、双城，
分别属于哈尔滨市的三个区。“菇娘”一
词，渐渐被姑娘替代，广为流传。翻开
双城的历史，双城姑娘是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姑娘们不仅长相出众，勤劳善
良，而且胸怀大志，勇于担当。

双城第二女子放映队始创于 1954
年，由黑龙江省电影公司分配人员到双
城县驻队工作。这支电影放映队不辞
辛苦，兢兢业业，一直活跃在农村，她们
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为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足农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4 年到 1957 年，第一任队长吴
素芹，队员有熊秀云、齐淑珍、宋淑娟、

苏永珍等，放映队负责 6个区的电影放
映任务，每个巡回放映需要 3 个月时
间。那时，女子放映队还属凤毛麟角，
在交通工具不发达、道路特别难走的条
件下，把电影送到每个村屯，她们克服
了重重困难，吃住在村民家。

队长吴素芹曾三次进京：第一次是
1955年参加全国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
表大会；第二次是 1956年参加全国文
教群英会；第三次是 1957年参加全国
电影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吴素芹
和她的队员为双城第二女子放映队的
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 年至 1961 年，出任双城女子
放映队长的是赵文清，放映队员有张桂
芝、隋淑珍、徐景珍等三人，这一届放映
队在电影放映工作上又开创出了新的
成绩。她们除紧密配合当地的工作进
行宣传外，还把宣传工作做到村头、地
边，不但有效宣传，还加上快板、小演
唱、图片以及其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
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被誉为“社员
心中的珍珠”。由于放映队宣传工作突
出，省电影公司在双城青岭乡召开宣传
工作现场会，推广她们的经验。赵文清
曾两次进京，第一次是 1959年参加了
放映群英会，第二次是 1960年参加全
国第三次共青团代表大会。

1961 年至 1966 年，由霍淑珍任队
长，放映员有隋淑珍、徐景珍、高晓光。
她们传承和发扬了老队员们的光荣传
统，用单光的镜头幻灯机提升了放映效
果，受到群众的欢迎，在省级汇映单位
中名列前茅。为了推广放映队的经验，
省文化厅推荐在省内各地市进行示范
表演。

1965年放映队曾参加东北地区多
镜头幻灯汇演，荣获了团体第一名的好
成绩，她们的节目还被辽宁电视台制作
成了纪录片。这支放映队两次进京：第
一次是 1963年参加了全国文化委员会
第三次扩大会议；第二次是 1964年参
加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受
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1964年，新华社为放
映队拍摄了纪录片《记双城县第二女子
放映队》。

1965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
亲王来哈尔滨时，放映队做了放映表
演，周总理称这支放映队是活跃在白山
黑水间的女子放映队，是红色宣传员。

1966 年至 1968 年，霍淑珍之后由
白秀芹担任队长，放映员有隋淑珍、孟
晓光。1966年，中国电影公司从全国各
地调 10个电影放映队，由黑龙江省电
影公司带队到大西南为三线建设的指
战员慰问演出，其中包括双城第二女子
放映队。她们除携带放映机外，还带有
四镜头幻灯机和白昼电影机，在四川、
云南、贵州等 3省的交会之地进行了为
期两个多月的慰问演出，受到三线指战
员的高度评价。

从1954年至1968年，14年中，这支
电影放映队的姑娘们，对电影事业忠贞
不二，无怨无悔。为了党的电影放映工
作，她们有的队员几推婚期；有的队员
家中父母都已年迈，不能在膝前尽孝；
有的连亲人病逝都不能见上最后一面；
有的新婚燕尔就走出洞房，到三线去慰
问民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 60多个
春秋，双城第二女子放映队姑娘们的感
人事迹，还在一代一代流传……

对嫩江市临江乡大石砬子村百年达斡尔族老屋的身
世早有耳闻，也目睹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和图片，可我更希
望去见见那座老屋的“庐山真面目。”

初夏时节，正逢在那里的同学大平邀我们去做客，我
要去参观老屋，他欣然担任导游。驾车向村西北角方向行
驶，到处是披着金黄的庄稼和树木，而农舍则像白蓝相间
的大同小异的成行或成排镶嵌在那平原上的宝石，在蓝天
白云下，散发着田园诗般的唯美韵味。走近，才偶尔可见
几人进出院落，也才偶有鸡犬相闻。我暗揣：这一片现代
气息满满的小村民居中真的会有一座百岁达斡尔老屋
吗？十分钟后，大平说：“到了。”定睛看，院门紧闭却并没
锁，准确说这不是院子而是一片园子，绿油油的玉米林簇
拥的是一座红瓦民居，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境较好人家
的那种砖瓦房的样子，虽有岁月痕迹，却根本没看出有百
岁之龄，有别于旁边房屋的就是它房顶铺的红瓦片和它的
红砖墙，相邻房屋同位体现的是蓝色彩钢瓦和白色保温墙
体。但是，这里确实就是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百年民
居了。

据史料记载：这个村屯是达斡尔人浩通浅鄂嫩哈勒、
塔文浅郭布勒哈勒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建立，因远望村
旁树林呈锯齿状分布而得名克伊尔门楞，是达斡尔语锯齿
形屯子之意。村子原建于江边，因屡遭水患，方于清末整
体迁移至现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大石砬子大队，曾
属前进公社，现属临江乡，2010年省民政厅批准更名为大
石砬子鄂温克——达斡尔少数民族村。鄂家祖上弟兄七
人来此，是鄂宝林当时在莫力达瓦旗腾克任骁骑校的曾祖
父建的这座房子。鄂家珍藏着满、汉两种文字的十六代家
谱。家谱最后一次修订是在伪满时期。家谱记载，鄂家多
次获清政府封赏，七世啄令阿、九世德寿、十世明保为佐
领，八世惠庆、双庆，九世文忠、十一世惠祥为七品顶戴，八
世双庆为骁骑校，十三世松寿更是正三品协领衔。

经代管人允许，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齐肩高的玉米
林，再举步高不过尺宽不及米的房前水泥平台，终于走近
达斡尔族佐领故居。房门旁挂的“黑河市文物保护单位大
石村民居”牌子很醒目。房屋已经多次维修改造，红瓦房
盖，上红砖下水泥的墙皮，以及常见的普通格子窗和铁皮
门，虽然也留下岁月的明显印记，却看不出已有百岁，更不
见达斡尔族特色。房前的四根粗壮柱脚，若不听同学大平
解释，我们还以为是预防老屋倒塌而后支上的，谁料竟是
当初建房时就有的“前出狼牙后出兽”松木回廊支柱，柱脚
下还垫着从外地运来的青石，原来是典型的前廊后梢的满
式建筑风格。房子虽已空多年，仍旧归私人所有。

老屋是明三暗五结构，从外看是三间大房，中间开门，
现为铁皮门板，门上方有一扇上下开的与门框同宽的单格
小窗户，门两边对称分别是对着中间厨房的两扇较窄的

“马窗户”和对着两个起居室的四扇与“马窗户”同高却宽
一格的左右开的大窗户，所有窗户镶玻璃而窗棂都是木质
的。进了房门便发现实际是五小间：厨房东西墙北侧各向
两边起居室辟有两间后隔（偏厦子）。屋内的紫红木质的
刻着凹凸有致图案的炕墙、紫红木质窗棂、紫红雕花木门，
紫红木质衣柜等保存完好。前屋改动较大，白底带花纹的
地面砖、电灯、电线、电话线透露着现代气息，而后隔斑驳
的土坯墙体，变色的柳编吊棚，还有很粗大的熏黑的松木
横梁柱都是原创。最抢眼的是通向西屋紫红色的木质雕
花屋门，正彰显着历史的厚重感。木门四扇，上有同质门
匾下有同质高门槛。门板中间部位是镂空雕花，我能辨识
的是荷花，还有叫不准的既像菊花也类似葵花的图案。一
律雕工精美，在当下也堪称艺术品。门匾上的“福禄寿喜”
四字清晰可辨，四字中间刻的倒立蝙蝠，应是借谐音字，表
达福来到的吉意。

观望和联想着沉淀了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老屋及其它物件，我们都深深感到，这座已经罕
见的堪称达斡尔族民俗博物馆的老屋，的确是弥足珍贵的
幸存者，可历经漫漫岁月磨蚀，也难免逐渐衰老，所以，当
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达斡尔族的
百年老屋

□文/摄 贤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