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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出现代京剧《智
取威虎山》，使威虎山的名字让世人皆知；而威虎
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居全国森林公园之首，怕
是少有人知。

我只知道，威虎山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柴
河林区境内，却不知道毗邻它的蜿蜒于崇山峻岭
之间的百里莲花湖、三大峡谷、五大湖湾，亦不知
道集山、峰、崖、洞、林、泉为一体的原始森林自然
生态景观；更不知道这里有保护完好的 2800多公
顷的天然红松母树林，年产红松子750余万斤。

深秋时节，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又回到大
森林的怀抱，沿着当年剿匪写下《林海雪原》的作
家曲波的足迹，走进了闻名遐迩的威虎山。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平稳地行驶，我打开车
窗，尽情呼吸湿漉漉的沁人肺腑的大森林气息。
山道两侧的过伐林地，针阔混交的天然次生林，生
长得十分茂盛。同行的林业局纪委王书记告诉
我，你看这林相，国家施行天然林保护，休养生息
几十年，林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兴奋之余，我禁
不住活剥了一位诗人的一首短诗：重返大森林，心
要蹦出怀，三十年后我又来，小树已成材。

就在我吟诗之际，开车的小张突然大声喊道：
“快看，山上有鹿！”我向山上望去，只见一只梅花
鹿在林间奔跑，身上的梅花，在树叶筛下的阳光下
一闪一闪。这里是头道林场的东岭。多么好啊！
温顺善良的动物回来了，再也不用担心人类的杀
戮，更不用担心那温柔的目光面对狩猎者的枪口。

威虎山核心景区，当是九寨了。九个寨子分
布在山脚之下，四周古树参天，遍地异草奇花，鸟
鸣山更幽。抗联遗址和杨子荣牺牲地就在此地。
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剿匪侦察英雄杨子荣……
此刻，我耳边响起“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
蹰，冷风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的《露营之歌》，眼前驰过打虎上山的剿匪英雄的
身影。茫茫林海，留下英雄们的行行战斗足迹，岁
月带不走一个个那么熟悉的姓名。

走进威虎山，自然迫不及待想看看“威虎厅”，
情景再现，口念“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经典
台词，“重演”戏剧情节。威虎山寨，是柴河九寨中
的一个寨子，由当地林场打造管理。刚踏进座山
雕的山门，一个身穿翻毛羊皮大衣、戴着狗皮帽子
的“土匪”迎了上来，把我们一行人引进“威虎
厅”。“土匪”把我让到蒙着虎皮的座山雕太师椅
上，端起酒壶为我斟酒，我顺手举起桌上的酒盅。
酒哗哗地倒进酒盅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杨子
荣舌战小炉匠的当年。虽然是在演戏，我的胸中
似有汹涌的波涛，一阵阵冲击着心灵。导游向我
们赞叹道，“威虎厅”的这个“土匪”演员，吃在山上
住在山上，是宏声林场的工人，几个月的旅游旺
季，接待一批又一批游客，他却一天也没下山。我
们见到他的住地，只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张简易的
木板床，床下有一个丝织袋子，装有半袋口粮。“土
匪”演员说，这里山高林密，手机没有信号，十多天
没和林场联系上了。虽然他没有菜吃了，却没有
一点抱怨情绪。身边的王书记对演“土匪”的演员
说，我回去就告诉林场，尽快给你送点菜来，天一
天天凉了，再给你送点烧酒。此刻，我这个山外
人，被这位山里“演员”的无私奉献深深打动，敬业
精神让我钦佩不已。

我们顺着原路下山，满目绿色，花香鸟鸣，松
涛滚滚，泉水淙淙，恍若置身于一个远离尘嚣的仙
境。下山的路上，手机有信号了，我掩饰不住兴奋
的心情，给身居闹市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所
见到的世外桃源；而王书记此时也在打电话，他告
诉林场的领导，早一点派人上山去，给藏在大山褶
皱里的坚守“威虎厅”的“演员”送菜送酒。

出山了，我的心潮阵阵松涛般起伏。“穿林海，
跨雪原，气冲霄汉”的侦察排长杨子荣和他出生入
死的战友，宛如一棵棵参天红松，在人们心田永
驻！蓦然回首，但见威虎山在那隐隐林深处。

林海莽莽
威虎山

□吴宝三

金灿灿的大豆田金灿灿的大豆田。。

我的故乡坐落在嫩江平原。依稀记得，童年时
故乡有一片大草甸子，草甸子中间是一条小河，小
河由乌裕尔支流汇聚而来，那条小河从我家门前缓
缓流过。村庄静静地躺在大草甸子怀抱中，像个孩
子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恬静地度过每一个日子。

春天是我最惬意的时候，草甸上的小草穿着霓
裳丽衣，柔情地诱惑着我的视野，那红色的野玫瑰
花、粉色的芍药花、白色的烟火头花、金色的黄花以
及那些不知名的高高矮矮、大大小小、艳艳丽丽的
花把个大草甸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妖娆。每逢
这个时节我和小伙伴们就疯跑着去草甸子上玩耍，
瞄着那各种花草一枝枝采着，觉得够数了便攥着一
把花儿乐颠颠地跑回家，然后拎过一个空瓶子灌满
水把花插上，放到屋里最显眼的地方，然后静静地
看着花渐渐地开。

我经常骑着父亲的大青马，带着老弟拿着柳条
子做的钓鱼竿一同到草甸子上的小河中钓鱼。

河水缓缓地流着，那里面长着苔藓和水草，在
一个小河打弯处有丰茂水草的地方，我把事先准备
好的两个窝窝头扔到水里，像大人钓鱼似的给鱼喂

窝子。隔了一会儿，把钓鱼竿的绳子甩进喂好的窝
子的水草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吧”我心里想
着。谁知那鱼钩刚甩进水里，用高粱秆做的漂一下
子倒了，老弟说，钓到了。我双手握竿一使劲把一
条又大又长的鲫鱼甩上岸，双手拿起足有两斤沉
啊！老弟乐得一蹦老高：“今天有鱼吃了，再钓两
条。”“有第一条就有第二条”，果然不到20分钟我和
弟弟连钓了5条大鲫鱼，看看太阳正是当头，便收起
钓鱼竿儿，老弟扛着柳条子，我一手牵着马，一手拎
着用草串起来的鱼回到了家。

母亲见钓了好几条大鱼，乐得直拍手：“都说人
巧不如家什妙，没想到这柳条秆儿做的鱼竿一样钓
鱼，你们哥俩等着，中午给你们炖鱼吃。”母亲笑着
扎起围裙，到厨房做鱼去了。中午我们全家吃了一
顿水煮鱼，父亲喜欢喝酒，看见有下酒菜他就着鱼
喝了好几两，我怕刺只挑那鱼肚上的肉夹了几口，
喝了一肚子鱼汤，虽然是鱼汤竟也那么鲜亮，拌到
小米饭里特别好吃。春天就这样在大草甸子上踏
青、采花、放马、钓鱼中度过了。

一晃到了秋天，天然的大草甸子上水草丰茂，

农家人最喜欢做烧柴的羊碱草长得又高又肥又绿，
那上面挂着一层霜。靠近河边的草甸子上是一片
一人多高的羊碱草，哥哥早就瞄上了那里，早在半
月前就搭好了窝棚，吃住在那里。窝棚只用几根木
棍子交叉支起来，左右用草堵上，空间不算大，能睡
一个人。几块土坯垒起了锅灶，支起一个小锅，准
备了小米、盐和荤油也像过家一样。

开镰的日子，哥哥把行李搬到窝棚里，带着磨
石和两把镰刀，起早贪晚地割草。他割草很特别，
别人得放下手里的草，一把把攒着够捆了夹着镰刀
站起来拧绕子，我哥不，他一刀掏进草里转身就是
一捆，然后在长着的草上直接打绕子，回手就是一
捆；割一车草别人可能用7天时间，哥哥也就两三天
就可割一车晃晃悠悠的羊碱草。哥哥用镰刀割羊
碱草，父亲操起钐刀轮着羊碱草，爷俩摽着劲儿地
干，只几天时间把一冬的烧柴和春天苫房子用的草
就备齐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想来仍然怀念少年时
的光景。那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乡草甸子，是我魂牵
梦绕的地方。

故乡的草甸子
□于德深

秋季威虎山。

大豆之
□嫩江渔樵

黑龙江省
现在有 22 个县
级 市 ，其 中 嫩
江是 2019 年新
撤县设市的一
座 城 市 ，被 誉
为“ 中 国 大 豆
之 乡 ”。 嫩 江
市 ，古 称 墨 尔
根 。嫩江市，
以 江 得 名 ，以
出 产 大 豆 闻
名。

种豆的人

在嫩江，你会感受到最热烈的金色。
深秋时节，嫩江大地在蓝天白云、飒飒金风中，

迅速展开了醉人的金秋画卷。
五十岁的苏尚友正站在这秋日里，静静望着黄

叶落尽的豆田。秋阳澄澈明净，在苏尚友脸上雕润
出坚毅的光泽，纯净又斑斓。他血丝的双眸多彩明
亮，褐色的脸颊饱满红润——这一刻，苏尚友成为一
尊雕像，一尊历经风霜闪着金光的大豆雕像。

苏尚友在泛着褐色光芒的豆田中，慢慢俯下
身。豆叶落尽，一枝枝大豆显露出红褐强壮的身
姿。每一棵豆秆儿上都挂满了饱满的豆荚。豆荚上
细密的绒毛在阳光中闪着银光，散发着混合了大豆、
土壤、阳光的气息。苏尚友今年种的是“北亿 9”，年
初气象部门预测雨水大，他选了这个抗涝抗低温品
种，气象部门帮了他大忙。此时，一阵秋风飒飒吹
过，豆秆儿如孩子似地跃动。是的，从春到秋，大豆
就像他的孩子，无论刮风下雨，他的心都和他们一起

长在地里。惦记着他们的冷暖饥饱，惦记着
他们的安全健康。现在，他们终于茁壮

成长了，那份欣慰喜悦难用话语说
清。苏尚友心里漾着温暖和充
实，把晃着阳光的镰刀横放在
土垄上，伸出手，轻轻摘下一
颗豆荚。他结实饱满的手
指轻轻一捏，“啪”一声脆
响，五粒金灿灿的大豆几
乎同时蹦到了苏尚友宽大
厚实的手掌中，像欢蹦乱
跳的娃娃蹦入怀中。

是的，他真像对自己
的儿女一样，对大豆，对土
地倾注了全部心血，一年又
一年，半生从未间断。

苏尚友 1990年初中毕业
就回家种地，那时感觉大豆色

泽有些黯淡。秋天的收获让人期
待，但也让人心里发怵。漫山遍野

的大豆，都要折起腰来，一棵一棵一刀一
刀才能收回来。手磨起了泡，背晒掉了皮，

还要咬着牙折着腰一刀一刀地割……脱豆是马拉着
磙子碾压，呛得人上不来气儿。一场大豆打下来，好
几天咳出的还是黑痰。卖大豆也要半夜起来赶着车
去排队……想起当年，是太多爱痛交织的记忆。

时代进步得超出想象：曾经电视中欧美的现代
化种植，自己也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的种植模式。看
着大收割机从田里一走一过，黄豆立即从机顶瀑布
般喷涌而下，很快就灌满随机的运粮车，黄豆在苏尚
友眼中越来越散发出金灿灿的光彩。

苏尚友全神贯注沉浸在金灿灿的黄豆世界，闪
亮的眼眸，盛满了希望 ，感慨，深情。

天空高远，白云如绸，染了秋霜的大地，将云儿
在田野里拉下明暗交替的条纹，这是上天赐予苍生
最辉煌壮丽的画卷。

浓郁的豆香

在嫩江，你会品味到最浓郁的豆香。
“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退尽见精

华。旋转磨上流琼液，煮月铛中滚雪
花”。从西汉刘安发明豆腐，两千多年
来，营养美味的豆制品滋养了一代代炎
黄子孙。如今，作为中国大豆之乡的嫩
江，出产的豆制品更是香飘四方。

“嗡嗡嗡——咔嚓——嗡嗡嗡——
咔嚓——”

随着轻微的嗡嗡声和清脆的咔嚓
声，光洁的不锈钢流水线上，一大张一大
张金黄润泽的干豆腐正源源不断地铺展
出来，颤颤巍巍在光线中金黄透明，热气
腾腾浓香扑鼻。于艳江穿着雪白工作
服，站在宽敞干净的车间里。车间豆雾
缭绕，滋润得他脸膛更红润，眼神也更闪
亮。这浓郁的豆香，不仅很快会在晨光
中飘荡在嫩江大街小巷，还会经过物流，
迅速飘在省内外更多家庭的餐桌上。

这栋豆香飘荡的大豆制品厂，是于
艳江事业的里程碑。

20多年前，于艳江开始做豆腐。那
时候城镇化刚开始，县里工地渐渐多了，
他的豆腐自然越卖越好。那些年，他豆
腐坊的灯光总是从半夜亮到天明，他带
着豆腐气息的身影，在工地小卖店往返
穿梭着。

豆腐生意越来越红火，于艳江摩拳
擦掌，要把这营养美味的事业干大起来。

2012年，嫩江大豆食品产业园宣布
成立。

时代的东风劲吹，于艳江梦想的雏
鹰乘势而起。

他拼上了十几年积攒的全部身家。
这一年，不到四十的他，白发迅速增多。
可他眼睛雪亮，浑身是劲。工信局派了
专人，从政策到技术，从设备到贷款，一
直帮着忙前忙后。让他感受到了创业受
到的尊重，也感觉到了企业身上的责任。

如今，大豆制品公司的豆干、豆皮、
素鸡、腐竹等品类，已销到全国三百多个
城市。产业园内的一家家豆企油企，也
和于艳江的豆制品公司一样忙碌，像一
艘艘舰船，载着满满的豆香，从“中国大
豆之“嗡嗡嗡——咔嚓——嗡嗡嗡——
咔嚓——”声依旧在车间不停地轻响。

于艳江依旧站在宽敞明亮的车间
里，欣赏这井然有序的生产景象。不锈
钢生产线唰唰运转，一个个一米见方的
不锈钢盒，从热气腾腾的豆浆池顺序而
来，装满了颤颤巍巍豆腐脑，像一排白嫩
的胖娃娃。于艳江满心欢喜地望着它
们，眼睛闪亮。

大豆的声音

在嫩江，你会听到最悦耳动听的豆声。
北国秋来，地阔天高。

“沙沙沙……”风吹过一望无垠豆地的声
音。

“哗哗哗……”收割机喷涌出大豆装车的
声音。

“唰唰唰……”清粮机筛选精品嫩江大豆
的声音。

董忠义不是农民，不种植大豆，但他一直
关注着大豆的收成。每到秋风飒飒之时，他总
会跑遍嫩江各个乡镇。望着那泛着金光的豆
田，倾听那大豆在静静的秋阳中爆裂跳珠的声
音。董忠义是嫩江昌旺粮贸公司总经理，他从
事大豆贸易已二十多年，时刻感知着国内外大
豆市场的阴晴冷暖。

前些年从农民手中收购大豆，常是磕磕绊
绊。因为种收不对路，常常是卖的满面愁容，
买的还一百个不情愿。那时候，听着那哗哗的
大豆声，心提溜着，像在秋风冷雨中击打，总怕
哪句话说不对把生意弄黄了。

如今董忠义来到各乡村的家庭农场、农业
种植合作社，宽敞的大院里迎出来一张张红亮
的脸膛，一双双热情有力的大手。董忠义已是
他们打了多年交道的老朋友。他们不仅是收
粮的合作伙伴，董忠义还系统地提供市场需求
信息：哪些品种畅销，市场需求量大小，市场价
格如何，品种需求趋势怎样。很多信息要提前
一年在国内甚至去国外搜求和整理，及时反馈
回来。让大家种得对路，销得痛快，卖得价高，
形成良好的种、收、销循环。收粮卖粮时节，董
忠义和种植户们爽朗的谈笑声，也汇入了农民
丰收的交响曲。

大豆拉到货场分品种上清粮机，在一派繁
忙悦耳的唰唰声中，色泽金黄的精选大豆，装
进印有“嫩江大豆”商标的精致包装袋，将通过
铁路、公路形成一条条金色的河流，哗哗流向
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加工厂隆隆的机声，
晨光中豆浆机的“哗哗“声，品咂着豆香的爽朗
欢笑声，多是嫩江大豆流淌声音的延续。

这么多年来，董忠义的事业就是伴着嫩江
大豆的声音成长的。满山满野的沙沙豆铃声，
收获大豆欢快流淌的哗哗声，筛选大豆洒金泄
玉的唰唰声。这些美妙的声音，响在蓝天白云
下的希望田野，响在流通南北的繁忙货场，响
在共同富裕的金色梦乡……

兴安不墨千秋画，嫩水无弦万古琴。这里
五花山色绚丽热烈，这里奔流涛声日夜不息。
但最能让人感受到嫩江特色的，还是那堆积如
山的大豆金光闪耀，沸腾如花的豆浆热烫浓
香，流淌如川的豆声恢弘壮丽……

这里是：
东经125°，北纬49.5°。
嫩江，大豆的天堂。

香

收割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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