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
多
内
容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妙
赏
频
道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短
暂
的
秋
天
浓
缩
了

一
年
中
最
丰
富
的
色
彩
、果

实
和
情
感
。

大森大森林林

小
兴安岭大森林

四季都是如画美景。
春之花海怒放，夏之绿波

浩瀚，冬之洁白无垠，都让人难
以忘怀。但我最喜欢的是秋天。

尽管这个季节来去匆匆，人们感觉上
的秋天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像夹在

漫长的冬夏之间的一个过门儿。用东北
人的说法，秋天是个“短脖子”。世界上小

的往往是美好的，短暂的往往是珍贵的。短
暂的秋天浓缩了一年中最丰富的色彩、果实
和情感。

我喜欢秋天的多彩。植物多样性是大自然
色彩的基因库。位于北纬46度至50度之间的小
兴安岭，比之于北美和欧洲同纬度地区，植物种
类是最多的。110多种针阔树木和上千种其它植
物使得这块土地在季节变换的时候色彩斑斓。
秋风吹来，各种草木就开始精心打扮，披上盛
妆。水曲柳、胡桃楸、黄波椤们把叶子染成淡黄
色；桦树、杨树、落叶松们把叶子染成金黄色；橡
树和榆树们把叶子染成橙红色；最招摇的要算五
角枫和山葡萄们，它们把叶子染得鲜红。除了
落叶松，针叶树的叶子是四季常绿的。但到了
深秋，它们也会绿出个性来。深绿甚至发黑
的是红松，浅绿泛黄的是樟子松。云冷杉的
树叶则是绿中泛蓝的。随着秋意的加深，
树叶的颜色不断地改变着，就像上帝的调
色板在五彩缤纷中变幻着魔法。加上
少女皮肤般雪白的桦树枝，壮汉胳臂

一样褐红色的松树干，大森林里的
颜色多得发炫。

我喜欢秋天的多产。
收获的季节来到了。放

眼往树上看，硕大
的 红 松

塔
沉甸甸地压弯
了树头，颗颗饱满的
橡子点缀在橡树梢上，偶
尔还能看见树杈上雪白的猴头
菇。美丽的花楸树枝上缀满了一
嘟噜一嘟噜鲜红的小果子。再往下，
是灌木丛中急着涨开外皮的榛子。灌
木丛下面，各种蘑菇拱出了草地。森林
盛宴隆重开张了。大森林的果实或者成为
人类餐桌上的美味，或者成为松鼠、野猪、黑
熊、梅花鹿们越冬的口粮。

我喜欢秋天的多情。深秋的大森林毫无
保留地奉献出了它的美丽和诚实。当森林果实
结成的时候，新生命的胚胎已经孕育成型。在
慷慨地赠送给人类和动物之后，剩下的果实作为
新生命的种子将被冬雪深藏，为开春的勃发积蓄
能量。伴随果实的落下，树叶带着彩妆，跳着婀
娜的舞步深情地飘落，用自己的躯体尽情地包裹
树根，然后化为泥土，完成了对根的反哺，成为种
子的营养。

秋天的大森林用积攒了一个生命周期的全
部精神在树干上画出了一个年轮句号，向哺育
她的阳光和大地作了完美的谢幕。至此，大森
林完成了一个圆满的轮回。

枫树叶变红的时候，白头鹤们飞走了；落
叶松橙黄的时候，燕子们飞走了；落叶飞尽，
雪花飘来的时候，大雁、野鸭们也飞走了。
这些鸟儿父母带着满堂长大的子孙，飞
到南方越冬去了。明年春天冰消雪融
之际，他们将回到阔别的家乡孕育
下一代。那时，伴随种子的发
芽，新叶的萌生，小兴安岭
大森林部落一个崭新的
生命周期将重新
开始。

壮美的壮美的三三江稻江稻海海 （外一篇）

□王爱文

进园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像两片叶子滑进童话，
一本童话书正缓缓打开。

盛夏的午后，高大的松树一同发力，将暑热挡在
外面，空气湿漉漉的，鸟啼声声，松脂的香气飘飘荡
荡。我们入住的木屋，就散落在五营森林公园的松林
里，这片木屋的名字叫“绿野仙居”。

在木屋中过夜，蓄谋已久。一年前，一个人在伊
春的秋天里旅行，第一站就是五营森林公园。当天早
上七点多，我第一个入园，工作人员穿着棉大衣出来
检票，一个人走在林间，前后无人。有的地方立着木
牌：注意前方，有熊出没。

我正猜是吓唬人，突然听见嘭的一声，身上吓出
一层冷汗。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最后在栈道上看见
一枚松塔，它就是声音的来源了。松塔很大，松子已
被剥空大半，剩下的少半被松脂紧裹。抬头看见林间
的身影，松鼠们好像忙着秋收，我剥下剩余的松子，放
在栈道上。

后来看见这几间森林木屋，怦然心动，我没有走进

任何一间，但知道定会再来，和爱人或者朋友。
有朋友嘲笑我的计划：“那儿的蚊子一定饿惨了，

你是想搞慰问吧？”美女方不嘲笑我，她听了我的计划，
跟我一拍即合。我们预订的是联排木屋，干净整洁，共
用的卫生间可以冲澡，最想不到的是：这儿没有蚊子！

我们去餐厅晚餐，那里门窗全开，没有纱窗的遮
拦，林中的风穿堂而过，我们衣袂飘飘。问老板：为什
么看不见蚊子？老板解释：这片全是松林，松脂驱蚊。

栈道上的灯亮了，球状的照明灯随着栈道弯弯曲
曲，可以放心逛。偶尔遇到三三两两的人，说话都轻
声细语。我突发奇想：“要是在小木屋里听雨，会什么
样？”方说：“一定有趣。”

话音刚落，雨丝飘下，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或许
是怜惜我俩没带雨具，雨丝飘一阵，停了。

夜半醒来，方在那边睡得极安静，我在床上浮想
联翩。这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里，有很多上了年纪
的松树，有棵红松已经五百多岁，还有一棵七百五十
高龄。若有树精，它一定喜欢住这儿，这儿有它的老

朋友。或许，我们白天看到的哪棵树，就是树精变的。
悄悄走出木屋，松树梢上露出淡蓝的夜空，弯月

隐在薄薄的云后，午夜的森林温凉，舒爽，悄无声息，
木屋在松林中睡着，松林在朦胧月色中睡着，弯月在
夜空中也睡着了。我这个贸然闯入者，邂逅这一幕满
心欢喜，想甩开一切光脚起舞，又怕惊扰了他们，只好
静坐在木屋前，静坐了许久。

早晨五点多，沙沙的声音由远及近，窗前静立的
小枫树忽然枝叶摇动，真的，真的下雨了！听着雨声，
美女方落泪了，我也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么真切地听雨
了。雨珠从叶间、从檐上飘落，先是雨串，后是雨线，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或许担心行程受阻，方后来问：“雨不会一直下
吧？”我安慰她：“吃早饭的时候雨就停了。”

还不等吃早饭，雨果然停了。
我那时不知道自己正在童话里短暂停留，说出来的

愿望都能实现，否则我还想说：我要带走唤醒我的鸟鸣，
带走响水溪的水声，带走一捧这里的空气。

一本童话的打开 □艾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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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稻香、鱼肥、鸟儿多。这里是东北淡水鱼
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三花”“五罗”“十八子”样样俱
全，还有从太平洋回游的大马哈鱼、淡水鱼中的巨无霸
鲟鳇鱼等珍贵鱼类。丰富的渔猎资源养育了赫哲、鄂伦
春等少数民族，著名的《乌苏里船歌》就诞生在这一带。
在大江边漫步，看着打鱼的船儿，人们就忍不住哼起“船
儿满帆鱼满舱”这充满赫哲族风情的小调。由于野生鱼
多且肥美，这里人一般不吃养殖鱼的，他们还发明了杀
生鱼和塔拉哈等简易吃法，把生鱼略加处理就是美味。

三月中旬，北归的天鹅、大雁们要在这里驻足半个
多月。三江腹地佳木斯近郊的松花江面，由于发电厂排
出的热水而最先开化。每到三月中下旬，这段江面和两
岸积雪未化的耕地里就会密密麻麻地落下成千上万只
大雁、天鹅等大鸟。大雁归来的时候，由于雁群低飞，

“嘎儿！嘎儿！”的声音格外响亮，住在城里的人都能听
见。要是受到惊扰，大群鸟儿飞起，能遮天蔽日。三江
平原的雁窝岛、千鸟湖是著名大湿地，更是鸟类的天
堂。大雁、灰鹤、白枕鹤、丹顶鹤、白琵鹭、东方白鹳、鹈
鹕等珍贵大型鸟类很多，野鸭子、鸳鸯、䴘们更是数不
胜数。驾着小船在密布水草与芦苇的湿地水面上游赏，
不时会有大鸟贴着船头飞过，然后拍打着翅膀在湖里降
落，身后划出长长的水线。

水稻起源于我国南方，能够跨越近 20个纬度到遥
远的东北扎根，得益于这里江河纵横、沃野千里的地
利。东北种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大面积、成
规模优质水稻的种植却是近些年才实现的。大棚育秧
技术的推广延长了作物生长期，早熟品种的培育也使得
水稻得以大踏步北上，现在已经种到了北纬48度一线。

水稻地块越大，对土地平整度和种植作业水平的要
求就越高。三江平原极其平坦的土地，加上众多北大荒
人的艰苦劳动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让这里开出了单片
面积最大的稻田，万亩甚至超万亩的大地块随处可见。
大块的水田阡陌、林网纵横相连。水稻不间断种植面积
达到了千万亩级别，成为我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水稻产
区。连绵数百里，极目都是绿油油或金灿灿的稻田，宏
阔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块大有利于现代化作业，大农机
就有了用武之地，这里的农民会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
价值上百万的大马力农机，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耕作，
这里也是世界各国先进农机展示的大舞台。除了育秧
时需要些许人工，大田生产全过程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甚
至自动化作业，数字化农业技术也应用到了施肥、耕种、
田间管理等方面。

种水田比种旱田辛苦。刚过完春节，勤快的农民兄
弟就开始搭建育秧棚。四月中旬，给种子裹上包衣，经
过浸种催芽，稚嫩的种子胚芽钻出了稻壳。此时，大棚
里的黑土也已化开，苗床准备就绪。当大江跑起冰排，
吃过鲜美的开江鱼，农民就开始整地泡田。大块的稻田
浇满水，远远望去像一面无边的大镜子，波澜不兴，亮得
发白。作为最早把阳光迎进祖国大门的地方，大约三点
钟，太阳就钻出了地平线，带出满天霞光。连绵的水田
倒映着满天的霞光，将红彤彤的大太阳夹在上下两片彩
霞之间，天地混融，大气磅礴，令人眩目。

到了六月，稻苗长高，嫩绿的稻海出现在人们面
前。宋代诗人杨万里描绘夏日的西湖美景，写下了“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名句，给人的感觉是
西湖很大、很美。但西湖只有六十平方公里，和这里的
稻海相比，就有点小家碧玉了。用“无穷”“接天”这样的
词汇来描绘三江平原的稻田，才不显得夸张，因为“接天
禾苗无穷碧，沃野千里稻花香”就是实景实情。微风吹
来，绿波荡漾，一只只白鹭、白鹳在稻海里飞起落下，不
时传来高亢的鸣叫，让绿色的大地更显辽阔。

近几年，绿色有机农业蓬勃兴起，减化肥、减农药成
为趋势。鸭稻田、蟹稻田大量出现。在鸭稻田里，你会
看见毛绒绒的小鸭子们欢叫着在水里嬉戏，快活地吃着
野草、虫子、小鱼儿。鸭粪自然肥田，稻田就变成天然养
殖园。水养鱼，鱼养鸭，鸭养稻，正所谓“粮”心耕耘，

“稻”法自然。善营销的农民还在田里安上摄像头，全天
直播稻田美景，让客户提前订下自家的水稻田块，并在
手机上远程监督绿色有机作业过程。千里之外市民看
着自家在稻海里的“自留地”每天的变化，这种直观的感
受，让更多的人成为水稻及鸭子的潜在消费客户。

入夜，皎洁的月光给稻海披上银装。微风吹过，稻
叶摇曳着相互摩挲，发出轻轻的沙沙声。这时的稻海也
是青蛙们展现歌喉与生命伟力的巨大舞台，它们各显神
通，比赛似的引吭高歌，彼此吸引，整夜忙
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劳作一天的农民看
着茁壮的秧苗喜上眉
梢，听着蛙鸣，喝
上几口小烧，
期盼着丰
收。

九月下旬，小鸭子长大了，螃蟹长肥了，稻穗低垂接
近成熟了。此时的稻田已经由鹅黄转为金黄。秋风吹
来，稻浪从天边滚到脚下，带起一阵稻香。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开镰了！高大的联合
收割机联排走过，被割过的稻秆露出湿漉漉的茬口和底
部的叶子，金黄的稻田又变回绿色，而稻谷颗粒已经被
收集在车斗里。成熟的稻香与稻茬底部清新的禾香相
互激荡，让人陶醉。

三江水稻品质好，名气大，其中最有名是星火稻。
星火是佳木斯近郊的一个朝鲜族自治乡，是这一带最早
种水稻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诞生了新中国
第一个集体农庄。朝鲜族同胞善种水稻，东北地区著名
水稻产地一般都是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方。捏起几粒
星火大米近观，颗粒饱满，亮晶晶的；对着光照，呈半透
明状，绝无裂痕和白心；凑在鼻下细嗅，有微微的甜香；
用来煮饭，满屋香气飘溢。盛上一碗，吃起来香软筋道
有嚼头，不用菜也可吃下一大碗。

三江平原四季变幻的景色吸引了无数观鸟人、摄影
家和旅游观光客，许多地方也成为网红打卡地。聪明的
农民撘起了高高的观光塔，在田间架设了木栈道。通过
稻田里紫稻和白稻间作，让田里“长”出巨幅图画。秋收
后，农民就用秸秆编成各种动物，码放在地头。大地上
的巨幅图画和草编作品尽管粗糙，但其气势的雄浑霸气
却是画框里的作品难以比拟的，让人从视觉到内心感受
到冲击和震撼。旅游业巧妙地嵌入农业，有力地促进了
农产品营销和农民增收。

肥沃的大平原由于过度耕作一度出现了黑土层流
失。为了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国家采取了许多措
施，如先后停止了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天然林采伐，
严格保护湿地，用江水替代地下水灌溉，这些措施有效
地保护了黑土源头。国家还鼓励休耕和秸秆还田，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让黑土地得到了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有机、绿
色、无公害农业兴起。相信我

们子孙后代的饭碗可以
端得更牢，碗里的

中国粮会更加
安 全 、香

甜。

之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
里江分别发源于大兴安
岭、长白山和兴凯湖。她
们吸饱了大森林、大湿地
提供的养分，跨越千山万
水一路向北向东奔流，最
终交汇于华夏东极。三条
大江相拥的过程中冲刷、
沉淀出了美丽富饶的三江
大平原。

这是一片神奇的黑
土。世界上有三大块黑土
地，分别是欧洲的乌克兰
大平原、美洲的密西西比
大平原、中国的东北大平
原。黑土地是耕地中的
“大熊猫”。独特的地理位
置使得三江平原成为东北
平原中黑土层最厚、有机
质最多的地方。曾经“棒
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
饭锅里”的北大荒，在部队
转业官兵、知青和本地乡
亲们几十年的辛勤劳作
下，被改造成了“攥把黑土
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
的北国鱼米乡、中华大粮
仓。

三江平原三江平原稻海神韵稻海神韵

摄摄影影//吴树江吴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