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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站驿园。

这是一片有着神话色彩的山脉，《山海
经》记载，大荒中有座山，是太阳和月亮升
起的地方。后来人们把这座山誉名为“完
达山”。“完达”为满语，意为“梯”，有攀登高
峰之意。我的家乡，就依偎在这片茫茫的
大山脚下。家乡有着一个亮堂的名字——
东方红，这里是鸡西市虎林的下辖镇，地处
虎林市北部三江平原腹地，祖国的大粮仓，
这里不仅有垦荒人老兵新传的故事，更有
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传奇。

六十年前，十万转业官兵，组成了浩浩
荡荡的开拓大军，大规模开发建设北大
荒。那时，锯声沙沙，斧声咔咔，“顺山倒！”

“迎山倒！“横山倒！”阵阵喊山号子此起彼
伏！沉睡的绿色宝库苏醒了！树木倒下时
的轰隆声，伴着溅起的雪尘冲天而上，犹如
海上狂涛一样壮阔，惊心动魄。明亮亮的
阳光泻进山林，热烈的欢呼声在山谷中回
荡。

如今，东方红犹如一台机器，被高速发
动起来了，它在迅速壮大。油锯的轰鸣声
代替了快马锯艰涩的刷刷声，集材拖拉机
代替了牛马车，木材列车结束了春靠河运、
冬靠冰雪滑道的运材历史。

运材车一道道的车灯将漆黑的冬夜点
燃，和长龙般穿林海跨雪原的森林小火车
一起，将一车又一车的优质原木源源不断
地运到亚洲最大的木楞如山的贮木场，又
一车又一车的运往往祖国各地。

这是家乡永远的光荣和骄傲，累计生
产的优质木材，像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
永远屹立在每一个家乡人的记忆深处。难
怪当年诗人郭小川要一唱二唱乃至三唱林
区人，难怪林区诗人要深情地表白：告慰祖
国，我们无愧子孙。

勤奋智慧的东方红人用奋斗创造了
“北疆明珠，东方重镇”的殊荣，创造了属于
东方红人的火热的生活，创造了“城在林
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人间仙境。

在小城不大区域内，分布着几分钟就
可到达、让人艳羡的休闲公园。东方广场、
长寿园、北山公园、年轮公园、小清河生态
园，仅仅听听这些独到而美丽的名称，就会
让人产生快意一游的冲动。

家乡的美是说不尽的，且不说春天里
冰雪中绽开的冰凌花，娇嫩鹅黄惹人怜爱；
且不说夏日里丛林葳蕤、百鸟争鸣教人愉
悦；也不说秋日里层林浸染，“五花山”色彩
缤纷让人赞叹；单是冬天里的千山暮雪，银
装素裹，你就会发出怎一个美字了得的感
慨！

一场接一场的瑞雪让整个小镇变了模
样，冬天的快乐也拉开了帷幕。雪雕，是家
乡人冬天不不可少的一项活动。简简单单
的白雪，堆在一起，经过那些巧手这儿一
切，那儿一抹，勾勾划划，一座座情趣盎然
的雪雕就呈现在眼前了。你看，那只可爱
的小兔子抱着一只硕大的萝卜，欢喜得眉
开眼笑；你看，那一座“丹凤朝阳”，飘逸隽
秀栩栩如生；还有那“五谷丰登”，白胖胖的
谷穗、玉米压弯了篮子……

冬天的北山公园，是快乐的天堂。坐
在爬犁上，顺着雪道飞驰而下，风儿在耳边
絮语，两侧的林木欢笑着向后飞去，平坦的
雪道，让爬犁恣意向前，心儿畅快得犹如在
大草原上策马奔腾，欢笑声洒满整个山林！

站在完达山主峰神顶峰巅，迎八面来
风，看红日升腾。昔日父辈们种下的小树，
已然成为郁郁葱葱的片片浓绿，福荫万代
的天保工程又让这片浓绿更深厚更绵密，
让人们相信青山不老，青山常在。本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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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家乡美
□钱建明

距离边陲黑河13公里的西南方
向，有一片茂密森林，其间隐藏着一
处鲜为人知的幽静去处“锦河大峡
谷”景区。小兴安岭东麓的绵延，黑
龙江支流石金河中游的湍急，孕育
了她婀娜的身姿，形如欧米伽（希
腊字母），更像牵手相连的情侣。湍
急的激流、轰鸣的水声、纯净的天
地，吸引八方游客。曾有人渲染：峡
谷有九寨沟之美、张家界之奇、澜沧
江大峡谷之壮观！

北方的四月，乍暖还寒，而此时
的锦河大峡谷却是春意暖暖，漫山
遍野的达子香迎风怒放，恰似紫色
的云霞飘落人间。披着绸缎般的春
风，聆听鸟鸣啾啾，漫步在花海掩映
的栈道上，放飞思绪，信马由缰，小
资情怀油然而生。达子香，又名兴
安杜鹃，它也是伊春市花。属于杜
鹃科，生长在崇山峻岭的陡壁上，或
岩石嶙峋的缝隙间。每年四月下旬
冰雪末尽时开花，可谓春发第一
枝。她虽没有江南杜鹃的娇艳，没
有洛阳牡丹的富贵，但它却有香自
苦寒来的红梅傲气，勇于战胜恶劣
环境的筋骨。冰雪消融时，它最早
传递春天的信息；百花盛开时，默守
山林，修炼亘古不变的信念。

游览锦河大峡谷，必经拍摄电
视剧《知青》的影视城，它还原了生
产建设兵团连队的生产生活全貌。

城内的饭馆、照相馆、邮电局、供销
社、小学校、粮仓、食堂、宿舍，墙上
的标语，将人们带入那段难忘的岁
月，神交赵天亮、周萍等主人公。据
悉：锦河农场前身是黑龙江生产建
设兵团一师一团，有大批知青到这
里下乡，小说《知青》的作者梁晓声
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创作的知青小
说素材大多源于此。追溯到建国初
期，为了屯垦戍边，建立稳固的边
防，十万解放军转业官兵和内地青
年，来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屯垦种
粮。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甚至是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锦
河农场就是一个缩影。还有
锦河农场建造的景区朱家大
院，是电视剧《闯关东》主人公
朱开山的家，那部剧描写了
100 多年前的山东人不屈服
命运的安排，背井离乡，跋山
涉水闯关东。

锦河大峡谷。

达子香盛开。

完达山主峰神顶峰巅景观。

兴安深处
□文/摄朱明东

古驿路在黑
龙江省境内有千
余里，驿站遗址
33处。我花了6
个小时，在大兴
安岭地区塔河县
境 内 观 光 古 驿
站，算是对古驿
线路有了一个大
致的了解。唐初
大学士褚亮有诗
云：“浮光随日
度 ，漾 影 逐 波
深。”在悠长的古
驿路上，我的文
字仅为走马观花
之笔。

十八站小镇风貌
车出塔河，沿着镇北高架桥驶过。经永

安，过塔丰，走永庆，顺着窄窄的沥青公路，爬
坡甩弯地向十八站驶去。

十八站是 1685 年，在嫩江上游至大兴安
岭设立的 25 个驿站中的第十八个。数百年
里，十八站，这个驿站骄子硬是从苍凉中走了
出来。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后，十八站被定为鄂
伦春民族乡和林业局并用的驻地，逐渐成为一
个社会功能健全的小镇。上世纪 80 年代末，
我曾作为县委工作组成员到此进行调研。那
时的十八站，民族乡在南，林业局在北。当时，
乡里和林业局的第三产业都不发达，生产经营
主要还是靠卖木材。初次来时，当地群众的生
活水平还算不错，可居住的条件却很差。一栋
栋板夹泥房，在砂石路两侧冒着缕缕炊烟，生
活单调枯燥。两年后再来此地，板夹泥房变成
了砖瓦房，也平添了几栋楼房。原有的砂石
路，变成了能并排跑两辆车的水泥路。当然，
两次来此地吸引我的，不是这里的民居和小镇
风貌，而是独特的驿路传说和民族文化。

40 分钟后，我们到了十八站。把车停靠
在十八站入口右侧的遗址处。我早听说这个
遗址，初到十八站时就曾到此参观过，只因当
时年轻，缺少些深刻的感悟罢了。遗址位于
呼玛河北岸不远处近 20 米高的平台上。近百
平方米的遗址上比原来多了一圈铁栅栏，新涂
的漆刚刚干，近闻还有些刺鼻。大兴安岭开发
后，国家考古队曾先后两次到此考察，先后在
此处及十八站以西 3.5 公里、以东南 5 公里处
发现三处遗址，出土了很多稀奇的石器。刮削
器、尖状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收获颇丰，考
察证明：这些石器距今达 12000 年。器形、风
格、大小等，都与北京周口店出土的石器相
似。考古队如获至宝，兴奋得不得了。后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将十八站旧石器文化
遗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兴安自古不荒凉
1982 年 6 月，在十八

站 3 个遗址处分别立了
高 1.4 米 、宽 0.9 米 、厚
0.12 米的石碑。碑上都竖
刻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八站遗址。

石碑自然还是 1982
年时立着的那块儿石碑，
字体古朴凝重，苍劲有
力。背面刻着的百余字，
却因风侵雨蚀，早已斑驳
模糊。碑文刻着的内容主
要是对遗址的发现、挖掘
时间以及出土文物的件数
和挖掘的重要意义进行了
扼要叙述。十八站遗址的
发现，轰动了国内外考古
界。大兴安岭远古时期再
也不是旷古无人的不毛之
地了。早在一万多年前，
大兴安岭就有了人类，而
且已成群居规模。立石碑
时，一位当地领导讲解发
现遗址的意义，并建议加
大宣传报道，让更多人知
道：大兴安岭绝非苦寒之
地，更非自古荒凉没有人
烟。

我手扶石碑端详，除
了碑文模糊外，碑体也有
些老旧。40 多年前立的，
当然有其局限性。那一道
道山岭，还有一片片树林
苍翠绵延。远古文明是一
笔宝贵财富，也是大兴安
岭宝贵的历史。大兴安岭
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一
代又一代敢于探索勇于发
现的探索者。

乡政府还是一栋平
房，似无大变化，只是几经
修缮，门脸变得耐看了。
感慨之余，我和当地几位
朋友在大门前合了影。当
年来此调研，连个吃饭的
地方都没有，好在离林业
局食堂不算太远，赖着脸
填饱了肚子。

依山傍林的公园
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精心打造的一个

开放式公园。大门前立着高大的牌楼，正

中有蓝底金色两个大字“驿园”。大门两侧

各筑有一只石狮子。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

的文化名片。当地一位朋友说，这几天林

业局正筹备鄂伦春民俗文化节呢，届时这

里将成为开幕式的主场地。驿园里除了

“龙蛇狮龟背驮”的驿路文化符号外，还建

有长廊和亭台。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景

观，而是长廊前的地上绘制的驿站图。

大兴安岭的公园，多依山傍林，即便

地势平坦，那树木也一定要茂盛。驿园生

长着俊美的樟子松。我对樟子松情有独

钟，不仅因其高大挺拔、葱郁苍翠，更是因

此树有着一种顽强的精神。我欣赏着，感

叹着。驿园里的樟子松，不就是古驿路上

千株万棵樟子松的缩写吗？樟子松不愧是

精神之树。

在十八站北出口，我被路两侧的景观

吸引。路口西侧是形体各异、排列整齐、高

不过两米的“驿”字碑林。这些“驿”字，都

是古今名人所书的传拓之本。拓印字体涵

盖篆体、行楷、隶书和魏碑等。放眼望去，

碑林“驿”字铁画银钩，苍劲有力。有的龙

飞凤舞，有的娟秀光丽。路口东侧建有驿

站门楼及驿路呈祥和人物雕像。原木搭建

的门楼挂满了红灯笼，远远望去，一派喜

庆。遥想当年驿站，一盏灯火幽幽暗暗，闪

着清冷的灯火，该是何等孤寂。长阶缓

缓，驿站门楼似在遥望，又似在古驿路上追

忆苍凉。朋友问我要不要登门楼而观风

景，我摇头。不用上去，我也知道四周的风

景一定是美的。

门楼前一座垒砌的石碑，上面拓着康

熙的御笔：驿路。字体风格雍容，笔力刚

强，如苍岭劲松，傲然耸立。康熙竭力开发

驿路，确保边疆长治久安。能每隔 30 公

里依序设立驿站，直到当时沙俄临界的黑

龙江边，其捍卫疆域的决心可见一斑。斯

时，大兴安岭东部林木苦寒，人烟稀少，何

谈安宁与发展？门楼前的石碑端正大气，

而路两侧的古铜色塑像则栩栩如生。一

侧：一名站兵往马槽子里倒草料，一名则在

骏马后几步远的地方举起马鞍子，准备往

马背上搁。另一侧：两个挎刀的站兵，一名

骑在马上，回头与另一名立于原地的站兵

挥手告别。那马已踏蹄欲奔。就要出发

了，就要向下一个驿路疾行。在他们两个

中间，筑着 3米来高的石垒方印，上面闪着

古朴的光：黄金之路十八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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