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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河大峡谷位于黑河市西南部、小兴安岭东麓，距离黑河市区约半小
时车程。山林是东北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宝库，黑龙江支流石金河从峡
谷中穿过，荡漾着欢快的歌。秋天是山林最美的季节，壮丽的锦河大峡谷
吸引着我前来。

大峡谷的秋风充满寒气袭人且自由不羁的味道，我们畅游峡谷，去行
走、去眺望、去寻找心灵的另一种慰藉。停好车购完票，我们选择乘坐观
光车来到栈道入口。穿过蜿蜒的山路，把手伸出窗外感受凉秋的味道，在
硬朗的秋风涤荡之下，空气更加清新。观光车加快了速度，我们的心情也
更加轻松愉悦。秋天虽然没有春天和夏天的生机无限。

到达栈道入口，我们兴高采烈地开启了这场山林之旅。栈道曲曲折
折伸向前方，白桦树像一根根箭羽，在傲然挺立中直指天空。此时天气转
凉，白桦树也跟随季节的脚步，渐渐褪去叶的妆点。离开了树的叶子像挣
脱了父母去撒欢儿的孩子，在秋风中自由舞蹈，铺展在木质栈道上，在秋
雨一次又一次的浸泡中，散发着辛烈的香味。抬头仰望，少了叶子的遮
蔽，天空更加辽阔。

栈道起起伏伏，长时间的行走对缺乏锻炼的我们是个挑战。“哪里有
峡谷，栈道这么长，全都是山和树。”在浑身酸痛中，友人忍不住发问。而
我只是打趣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我们绕过系着许愿绳的大树，峡谷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片令人豁
然开朗的天地，泼墨晕染的五花山悬挂在天高地远的背景中，与不时飞过
的鸟类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壮美的画卷。石金河的流水声为金秋增添
了韵味，在沉默中，我们静静感受风的盘旋、叶的碰撞、水的鸣响……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下一处观景台。不同的角度展现峡谷不同的
风韵，眼前虽是相似的颜色设定，却给人另一种心旷神怡。栈道上有一处
岔路口，沿岔路下行，就可以近距离观赏石金河，只不过指示牌上写着“道
路遥远，量力而行”。被峡谷风光震撼的友人突然来了兴致，执意要下去
看看。我虽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但却从来没有下去过，也想一睹石金河
的风姿。

岔路是一直下行的，偶尔出现一段平路供人缓冲休息。即便如此，我
们还是气喘吁吁，不得不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坐在木质的椅子上，
听到背后的山林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看，竟是一只小松鼠在伸展筋
骨。自然的魅力，正在于这些意料之外的惊喜。

终于抵达石金河河畔，这里水流湍急，河水清澈见底。刚才所处的山
林，在仰望中已变得高不可攀。把手伸进河水，冰凉的触感让人身子一
缩，随后又像被打开全身的毛孔，整个人都通透了。这里没有尘世喧嚣，
独一隅风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与石金河的邂逅在时间的流逝中该结束
了。我们沿着原路返回。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此刻我却觉得上山比
下山还要难。没有了下行时的兴致勃勃，栈道的台阶怎么走也走不完，高
处之后还是高处。

返程的观光车徐徐前行，山林在倒车镜中摇摇晃晃，峡谷的雄奇壮美
和石金河的潺潺水声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

1953 年6 月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前排左七为李瑞景）。 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

李大钊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
留影。

李瑞景建国初期（担任青冈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留影。

1951年李瑞景补选黑龙江省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即省政协委员），
东北人民政府批复文件。 省档案馆提供

秋游锦河大峡谷
□文/摄 于瑶李瑞景与红色交通线

□张成贵

在人民政协
成立 74 周年之
际，龙江人民不
应忘记曾经作为
新政协筹备地、
中共六大代表中
转站的哈尔滨，
以及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开辟的经
哈赴苏的“红色
丝绸之路”,也称
红色交通线。这
里不得不提到那
些无私援助李大
钊 的 呔 商 兄 弟
们。李大钊的同
族哥哥李瑞景就
是呔商代表，建
国之初担任了青
冈 县 政 协 副 主
席、省协商委员
和工商联常委。

协助李大钊在
哈开展革命活动

1905年1月青冈设治建县，
通肯河两岸去往省城齐齐哈
尔、北安和中东铁路安达站的
卜奎大道、呼海路、大遇路均通
过青冈县境，《青冈县志》“人物
篇”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呔商（河
北乐亭籍商人）李瑞景。李祥
年，号瑞景，1882年出生于河北
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是李大钊
的同族兄长，两人联系紧密、感
情较深。1903 年李瑞景闯关东
到哈尔滨，后与人合股经营“宏
昌远”牛店;1926年又到青冈，与
人合股经营“瑞兴泉”烧锅、粮
栈和杂货铺。受李大钊影响，
李瑞景积极参与革命工作，李
大钊英勇就义后他依然坚定支
持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
中，都作出许多贡献。《绥化地
区志·革命烈士英名录》有他的
事迹，《黑龙江省志·大事记》也
记载了 1924年 6月 11日李大钊
等人去莫斯科参加会议，途中
到哈尔滨，由其族兄李瑞景介
绍住在道外太古街宏昌茂杂货
铺。

据《青冈县志》记载，1924
年5月，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接
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带队
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李大钊回京后安排
彭泽湘、卜士奇两位青年代表
到青冈县邮局，找乐亭老乡、同
窗好友、地下党员刘宽（号子
孚），先去满洲里踏查地形，意
图雇佣马车偷渡国境。其他代
表分头到哈尔滨会合，李大钊
则冒险到昌黎找呔商挚友杨扶
青筹集经费。

此后，李大钊来到哈尔滨
首先联系了族兄李瑞景。为保
障李大钊的安全，李瑞景把他
安排到磕头兄弟、呔商王芳田
的宏昌茂杂货铺居住，然后到
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提取
杨扶青资助的 500 块银元并兑
换成卢布，还陪李大钊去留日
同学、呔商后代邓洁民(周恩来
南开校友)的东华学校校址参
观。李大钊会见了苏联驻哈领
事，考察了中东铁路工人运动
和中俄工业大学校（今哈工大）
学生运动情况，晚上向李瑞景、
王芳田介绍协助孙中山改组国
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等情况，宣传革命思想。

在青冈打造红
色交通线的重要一
环

李瑞景从事贩牛生意，在
中东铁路沿线人脉较广，雇佣
马车运送李大钊等人越境的重
任非他莫属。在李瑞景、刘子
孚的帮助掩护下，中共代表们
成功跨越国境线，踏上了前往
莫斯科的火车。

几个月后因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留苏担任驻共产
国际代表的李大钊奉命回国，
途经哈尔滨再次住进宏昌茂杂
货铺（往返各住三天）。白天指
导党组织建设和工运学运，晚
上向李瑞景、王芳田宣扬当时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喜人局面，
还赠送二人苏联建国银币等纪
念品。由于受命归国期间革命
形势急转直下，李瑞景和王芳
田都劝他暂避一阵，李大钊却
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京，迎孙
中山北上共谋两党合作发展大
计。

据《中国共产党东北交通
线》一书记载，李大钊非常重视
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精心
设计开辟了经中东铁路到满洲
里过境的秘密交通线，哈尔滨
成了这条“红色丝绸之路”的重
要枢纽。1926 年 4 月 26 日病
亡，东华学校已不能再作交通
站，陈独秀、张国焘等许多中共
早期领导人都曾走过的赴苏通
道如何延续下去成为李大钊亟
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当时中东
铁路作为我党与共产国际和苏
联互通联络的交通“大动脉”，
确保畅通无阻至关重要。尤其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必要在
中东铁路周边增设一处地下交
通站，一旦从哈尔滨出发受阻，
通过备用线路仍能保持与共产
国际的往来与交流。

因此，李大钊启用了 1922
年由他派到青冈邮局、以国民
党员身份从事革命工作的刘子
孚，呔商身份和会说俄语的李
瑞景，1926年秋李大钊派李瑞
景到青冈以经商为掩护，借助
青冈南接哈尔滨、西北临近中
东铁路安达和昂昂溪站的有利
地形，把青冈作为“红色交通
线”重要一环预先建设起来。

遗憾的是，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失去“上线”的刘子孚返回故乡
承继李大钊遗愿投身教育事
业，李瑞景则把根扎在了北
疆。尽管青冈这条备用交通线
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但 1928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
大，作为唯一一次在境外成功
组织的党代会，代表们赴苏中
转的哈尔滨，以及一手开辟这
条“红色交通线”的李大钊和李
瑞景等乐亭同乡、呔商兄弟，都
永远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史册。

李瑞景的那些爱
国事迹

1931 年 8 月，因反抗当局将牛
店迁走指令，加上“九·一八”事变，
李瑞景舍弃了哈尔滨的生意，热心
参与青冈的抗日活动：1932 年春日
本侵略者北犯青冈，李瑞景全力支
持抗战主张，自告奋勇筹集军费;日
军飞机轰炸县城，炸死员工李保财
的父母和妻子，李瑞景不惜重金入
殓死者，并收养李保财父子，把他们
培养成革命军人；1943 年李瑞景曾
对继子李海涛（原名李振华，李大钊
牺牲六年后下葬时，受北平地下党
组织负责人林枫指派，为烈士扛幡
遭特务追杀而改名，抗战时曾任冀
东抗日联军第十总队长和边区十七
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劳动部、林业
部和森工部司长，文革后任天津市
副检察长）派来的革命同志石铁生
慷慨资助。据《青冈英模人物》记
载，1944 年秋，李瑞景还掩护救治
过闫振刚（长征时期朱德赠其皮带）
等抗联战士。

东北解放后，李瑞景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带头参加民主建设，1946
年被聘为松江省首届参议员；1950
年被选为青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51 年 3 月被
特邀出席黑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首届二次会议，并补选为省协商
委员；当年 8 月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北方根据地访问团东北分团，担任
黑龙江省第一组组长，赴“三肇”抗
联根据地访问；1953 年 6 月被特邀
参加黑龙江省工商联筹备代表会
议，被选为省工商联筹委会常委；
1954年3月在青冈县首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瑞景当选首
届省人大代表。

经查阅省档案馆相关历史档案
证实，1954 年 7 月 4 日，李瑞景在省
会齐齐哈尔参加省工商联会议期
间,“突得胸部大动脉瘤破裂病症治
疗无效，逝世于齐齐哈尔市省立第
一医院”，终年 72 岁。李瑞景是一
位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爱国
民主人士，更是呔商中的杰出代
表。早年为开展秘密工作没有入
党，他对革命和建设的支持、对国家
和人民的贡献，彰显了一个民族工
商业者对这片黑土地的无限热爱和
无私奉献。这份红色精神，将与李
瑞景等呔商兄弟协助李大钊拓展红
色交通线的事迹流传后世，作为红
色养分滋养浸润华夏沃土。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
者提供

航拍锦河大峡谷景观。

1954年7月李瑞景逝世时黑龙江省各界送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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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河大峡谷景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