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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门走近这座城堡，映入眼帘的
是巍峨矗立的五六米高黄土筑成的长长
古城墙，城墙上下满目苍翠，高高矮矮的
榆树、柳树虬枝葳蕤，林中百鸟争鸣，彩
蝶翩翩，写有金代八里城及说明文字的
两块石碑威严耸立于北门东侧，一条笔
直土路从北门贯通南门。跨过护城河便
是北门瓮城（四个城门均有这样的瓮城，
北门、东门开在正中，南门、西门则偏
左），东西两侧高高的土墙同主城墙连为
一体，这里是主城的防御工事。再向前
便是正门，这里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十
分狭窄，仿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
口，刀削似的墙体高而直，夯土版筑的
黄、黑土层次分明，坚硬无比。陡峭的城
墙攀登起来真的费了一番气力，登墙远
眺，近似正方形的城墙历历在目，城内生
长着茂盛的庄稼。城墙下是长满树木和
草的护城河，数百年来泥土淤积大段河
内水已干涸，但平均深度仍有 2米左右，
南河最深达 7米，河宽 20多米。沿城墙
顶端有供守城将士驻守的宽出城墙 5米
左右的丘状土堞，俗称马面56座，间距最
长 67米，最短为 44米。四角各有一个角
楼，楼的残墙高出一米左右，垛口已不
见，大体轮廓尚依稀可辨。驻足西北角
楼远山近景一览无余，令人感到这座古
城堡的神秘壮观。

金代之所以修筑这座坚固的城堡，
主要是御敌的需要，一旦外敌入侵可随
时调动兵力迎战，角楼和马面的守军可
相互策应，左右相救，据险防守。迫敌步
兵不能及，骑兵不能近。当时的城堡内
除官、民外尚驻扎兵营，存有戍城将士所
用的军需品、粮草、马匹等，平日里练兵
习武，屯田自给，若有战事即可全员参
战，城上城下战马嘶鸣，角楼狼烟冲天，
城墙上将士杀声阵阵，锣鼓齐鸣，刀光剑
影，箭如雨下……

八里城因周长近8里（实际长度3781
米）而得名，其东墙全长 922 米，西墙为

943米，北墙 911米，基宽 12米。南门由
于临近村屯早年村民取土略有破坏外，
整体保存完好。在我省发现的古城堡中
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全国范围内
金代城池中保存最完好的。经查阅史料
得知，八里城始建于金太宗天会八年
（1130年），为纪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肇
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称肇州，隶属上
京路，金熙宗时隶属会宁府。贞佑二年
（1214年）肇州升为武兴军节镇，置招讨
司，至此，肇州在金代政治上达到了顶
点，确立了八里城在金代东北军事重镇
的地位。

元灭金后，于元三十年（1293年）又
建为州，元贞元年（1295年）立为肇州屯
田万户府。直至明初废州变为明代东北
交通中的一个重要城站。相传该城是金
国四太子金兀术胞妹镇守，又名公主
城。当初街市繁华，纵横交错的街道官
府、店铺、烧锅遍布其中，官人、武士、书
生、百姓人口超万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地
区少见的人口聚集重镇。

八里城在岁月剥蚀中经历了兴盛、
衰亡的漫长流变，明代后逐渐人去城空
颓废荒凉了。徜徉于古城中遥想当年是
何等的兴盛，如今已夷为平地，看后令人
感伤。但完整的古城墙及厚重的历史文
化依然散发着历久弥香的残缺美。

八里城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省博
物馆收藏就达千余件，设专柜对外展出，
可分为六大类，其中石器类30多件，骨器
类20多件，铜器类90多件，陶器类150多
件，瓷器类 20多件，铁器类包括兵器、生
产用具、生活用具达700余件。许多出土
文物具有较高精湛工艺，极富科考价
值。出土的铜锥形器呈四棱锥形，锋很
锐利，剖面菱形，在我国北方十分罕见。
玛瑙珠饰品及瓷器等大批文物相当珍
贵。还有犁铧、锄头等农具及铁锁等用
具其形状和工艺与中原地区农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这些文物折射出古代劳动人

民的聪明智慧和较高的生产生活水准，
反映出古城曾经的辉煌与繁荣。也表明
边疆女真族和中原汉族的密切关系源远
流长。1981年 10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公布八里城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 6月 25日，八里城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漫步于古城遗址中，仍然随处可见
地表散布着的许多定瓷、仿定瓷和轮制
泥质灰陶片、布纹瓦、长方形灰砖等遗
物。我曾多次与专家学者、友人深入古
城探幽，每次都小有收获。2011年中秋
我同专家友人曾采集到几片较大的仿定
瓷和布纹瓦，他们爱不释手连说：“不虚
此行。”2020年盛夏我和大庆的朋友采集
到了十几块灰色、褐色陶瓷碎片，上面纹
络仍清晰可辨。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近
几年农民在城内耕地、打井时时有铁器
和陶器等文物出土，铁箭头、轮制灰陶罐
均被群众拿走收藏。八里城历经九百年
的风雨沧桑，昔日的烽火早已变为历史
的尘埃，遗存的文化将永远惠及子孙万
代。

近代专家学者始终没有停止对该城
历史的考察论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及
出土文物考证，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
法是八里城为金代肇州城，也有的学者
同附近的辽金古城望海屯、出河店战役
古遗址共同考证认为是金元两代肇州
城，其规格更高。尽管众说纷纭，尚无最
后定论，但八里城作为金代显赫的特殊
地理位置是不容质疑的。随着研究的深
入，八里城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将逐步
被揭去神秘的面纱。

八里城数百年间“夜晚只闻虫鸣声”
的寂静古堡如今已从沉睡中苏醒，上世
纪九十年代，北门外百米处建起一座古
朴典雅的普济寺，2011年开始寺院又进
行扩建，气势更加雄伟壮观，环境优雅，
与古城一道成为松花江畔著名的风景旅
游胜地，年接待游客量达五十万人次。

八里城遗址鸟瞰图。

记忆里，火龙山就像天
边闪亮的星，不张扬、不寂
寥，总是那么清晰，那么难
忘。

火龙山，仿如镶嵌在黑
土地上的明珠，依长白山南
麓，踞牡丹江北岸，伴万年
火山融岩台地，静静地耀映
着莺歌岭、金元源头和宁古
塔历代文化兴衰，默默地记
印着华夏儿女保家卫国、建
设美丽家乡的生动实践。

火龙山，是万年前镜泊
湖火山群喷发形成的矿物
质堆积而成。因富含铁元
素，火龙山及周围均呈显出
鲜艳的红色。石头为红岩，
土壤为红土，远远望去如火
龙嬉水、赤练卧波，交相辉
映。

火龙山，姿态雄奇令人
难忘。临江崖壁，如丹如
霞，光滑如镜，形如立刃，西
起上京龙泉府遗址北端，东
至宁安城西侧鸡陵山附近，
蜿蜒百余里，连绵不绝。其
中，以三陵乡红土村段最为
壮观。

火龙山，生态环境极
佳。壁立千仞，虽不生草
木，却容鸟雀栖息，日出日

落，鸽燕齐飞，蔚为壮观。
崖下碧波如洗，水势平缓，
最适鱼虾生长，品质优良。
崖山之顶，土地肥沃，无论
种植何种作物，都能丰产丰
收，即使偶有旱涝发生，也
不会有明显的减产减收，被
当地百姓称为“福地”。

火龙山，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周边的百姓，极其注
重保护和维护环境，取之有
节，用之有度，从不为追求
发展而放弃长远。在这里，

“野鸡飞到饭锅里”不只是
书中的记载。在这里，总说
难得一见的大型野生动物
却是常客。野猪黑熊临江
近村时有发生，无论饮水小
憩，还是嬉戏觅食，从未发
生伤人事件。

火龙山，默默矗立在黑
土地上，养育一方百姓。

火龙山，静静扼守在丹
江之喉，抵御洪涝灾害。

火龙山，就像家乡父
老，默默奉献、不求回报，至
淳至简，至真至厚。

火龙山，是时常忆起的
那道光，有点暖、微微亮，总
是那么清晰，那么难忘。

如丹如霞火龙山
□申鸿阳

“曲麻菜”，现在的年轻人不会
知道是什么菜，更没有吃过。“曲麻
菜”是我们小兴安岭脚下努敏河老
家人的土叫法，学名苣荬菜，也有叫
苦菜的。

小时候我常吃。母亲经常领我
出去挖这种野菜。

吃这种野菜，要在刚出三个叶
时吃，这时的苦菜嫩，不是很苦，如
果长到五六个叶子，甚至开了很多
的白花了，就不能吃了，这时候的

“曲麻菜”特苦。尤其是菜茎里的白
浆，更苦。“曲麻菜”能消炎止痛，还
能降“三高”，尤其是降糖效果不错。

“曲麻菜”在我们小兴安岭脚下
的努敏河两岸到处可见，因为潮湿，

“曲麻菜”遍地都是，非常茂盛，田间
地头也很多，有时一片一片的。

这种菜与“婆婆丁”（蒲公英）和
苦麻子菜不同，也不是同一种菜。
尤其是苦麻子和“曲麻菜”很相似，
苦麻子叶细长，颜色比“曲麻菜”绿，
苦麻子菜人不能吃。

在我的记忆里，开始挖“曲麻
菜”是喂小鸭小鹅的，不知何时起，
人也跟着吃上了，而且吃的人越来
越多。

“曲麻菜”一般都是蘸酱生吃
的，一口米饭，一口“曲麻菜”蘸鸡蛋
酱，很有味道，真挺好吃。第一次
吃，有点苦，但不是很苦，吃惯了，就
不苦了。

后来，查一下资料，“曲麻菜”性
寒、味苦，入肝经、脾经，有消炎散淤
止痛作用。所以，一些农民在干活
时受伤了，就会顺手薅几个“曲麻
菜”揉碎涂抹在伤痛处，有缓解疼痛
的作用。

“曲麻菜”是春季生长的，一般
进入五月就出芽了，等几天，就会冒
出三四个叶了，尖尖的叶子，背阴地
的“曲麻菜”呈绿色，朝阳地的“曲麻
菜”略呈紫色，这时的“曲麻菜”就能
吃了，用刀顺着根往下深深挖下去，
一棵“曲麻菜”就完整地挖出来了。
如果刀挖的浅，“曲麻菜”的根就挖
不出来，只能挖出几片叶子。“曲麻
菜”根扎的深，是白色的。

记得，有一年春季雨水多，北山
坡的“曲麻菜”生长茂盛，母亲领我
挖了很多，吃不了，就晒干，到了冬
天，嗓子疼或肚子疼了，就泡水喝
点，挺管用的。

现在挖“婆婆丁”（蒲公英）的多
了，挖“曲麻菜”（苦菜）的少了。因
为，一是城市的周边“曲麻菜”很少
见了。二是现在市场到处有卖“曲
麻菜”的了，要想吃，买一点就够了，
又方便又省事，谁还会跑到野外去
受累呀。

努敏河畔的
“曲麻菜”

□闫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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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涛汹涌的松花江左岸，肇东市
四站镇西南四公里处，著名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金代“八里城”古遗址就
雄踞在这片凸起的台地上。走进它探源
寻索，领略城堡的辉煌、沧桑，感悟其悠
远的古风文化内涵。

寻
找
《
勿
忘
我
》
中
的
﹃
勿
忘
我
﹄

□

文\

摄

孙
世
华

1982年，由黑龙江省
作家鲁琪、刘畅园编剧,
于彦夫执导的电影《勿
忘我》在全国上映后立
即引起轰动。而由武
春霞演唱的电影插曲
《勿忘我》更是成为当
时年轻人追捧的流行
歌曲，歌词唱道：“蓝色
小草铺洒大地，大地充
满了春意……”随后的岁
月，我一直都想着有朝一
日一定要找到勿忘我花。
我用手机下载了勿忘我花图
片，只要去野外，就仔细观察那
里的山花野草，就这样，不知不觉，
光阴流转到了2022年5月23日。

这天一大早，我独自乘车跑到
牡丹江市郊区的凤凰山，然后徒步
爬上具有100多年历史、建设于日伪
时期的牡丹江石灰厂采矿施业区
（现已停产）山顶拍摄水稻田。拍摄
结束休息时，在南山悬崖边和草地
山坡上，一种从未见过的蓝色小花
随风起舞，它的出现立刻吸引了我
的注意。仿佛心有灵犀，又好似久
违的乡音，不由怦然心动：该不会是
勿忘我花吧？想到这里，顾不上太
多，我连忙跑到花前，真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居然和手机中收藏的勿忘
我花一模一样！之后通过手机百
度，没错，就是土生土长的勿忘我
花！

回到家里，我继续上网搜索勿
忘我花，原来，它叫勿忘草，别名勿
忘我，是紫草科植物，多为草本，少
灌木或乔木。学名Boraginaceae，为
多年生草本花卉，原产地中海地区，
性喜干燥、凉爽、强光照、石灰质微
碱性土壤，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
和西北部，少数分布于东南部和东
北部，每年5至6月开花。其中长蕊
斑种草属、颈果草属、车前紫草属、
盾果草属、微果草属为中国特有
属。有些可以作为中草药使用，有
些可以供观赏。勿忘我全株具粗
毛，株高 50至 100厘米，叶丛生于茎
基部，呈莲座状。相传有一位骑士
和恋人在河边约会时看见河边长着
非常漂亮的蓝色花朵，恋人很喜欢，
骑士为了满足恋人，不顾危险去摘
花，结果失足掉进河流，在掉入河流

前，他把手里的花扔向恋人，并对恋
人喊出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我！恋
人从那以后，每天都把这种花别在
头发上，以此来纪念去世的爱人。
这种花也就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一
个很浪漫的名字：勿忘我。

勿忘我花有许多花语。蓝色勿
忘我代表刻骨铭心的爱，永不背叛
的真心；粉色勿忘我代表对心上人
的爱慕之情；黄色勿忘我代表美好
祝福与希望，适合看望病人；紫色勿
忘我代表情感深厚的友情。

在黑龙江，许多人之所以很少
见过勿忘我花，也没有在野外发现
过勿忘我花，首先是因为它比较少
见，其次是因为它生长的地方与环
境十分特殊。例如这次，如果不是
在白土矿（即石灰质微碱性土壤），
很难发现它的踪迹。也因此，大家
才只闻其声，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在电影和花店里见过，没在野外见
过。

勿忘我花有著名药用植物紫
草、早春野花斑种草、附地菜等，并
且有与紫草具有同样药效的软紫
草、滇紫草等；有饲料植物聚合草；
有观赏植物基及树（福建茶）、牛舌
草；有油料植物破布木等。由此可
见，它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还是
很有前途的。正是由于它的少见，
我们才把它称作奇花异草。但愿有
一天，我们的园林工作者，能够把它
引进到美丽的城市。

蓝色的勿忘我花蓝色的勿忘我花。。

蜜蜂在勿忘我花上采蜜蜜蜂在勿忘我花上采蜜。。

曲麻菜。毕诗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