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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头城景区呈矩形，四周古城
墙高三米，厚重威严，四角设有角楼，
城门为古式牌楼，斗拱飞檐，雄浑典
雅，古朴恢宏。从城门进入，仿佛跨入
时空隧道，倏忽间一脚踏进千年前，与
宋朝相拥。走进院落，最先迎接我们
的是“坐井观天遗址”牌坊，高高耸
立。牌坊后面是一尊石塑雕像，塑造
着徽钦二帝。宋徽宗坐着，宋钦宗站
在他的身后，父子二人面色凝重，双目
向南遥望。他们在苦苦等待王师北定
中原，但日复一日，只见云悠悠，风飒
飒，雁南飞，月徘徊。在苦苦等待和遥
望的岁月里，五国城发生了许多令人
唏嘘和慨叹的故事。

据依兰县志记载，公元 1130 年 7
月15日，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拘押
在五国头城，最先关押在地窨子里。
地窨子是北方民族最古老的居住方式
之一，即在朝阳山坡，向下挖土为墙，
上面披上树皮、山草为盖，向南开门，
室内搭有土炕。大门一关，徽钦二帝
如同在井里一般。因此，民间流传徽
钦二帝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直到现
在，仍有游客在五国城寻找关押徽钦
二帝的“井”。这个“井”坐落在景区的
东北角。两个并排而立的地窨子，深
深地陷进地里，地上面只露出草披的
房盖。后来，徽钦二帝分别被金国皇
帝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也从地窨子
住到了地上的四合院里，也就是“昏德
公赵府”。景区在正北方建造了昏德
公和重昏侯府第，青砖银瓦，斗拱飞
檐，颇为气派。屋内设有火炕和书桌，
极具文学天赋的宋徽宗每日种菜，闲
暇时泼墨吟诗，竟写下一千余首诗作。

1133 年，宋徽宗第十五子沂王赵
愕与驸马都尉刘文彦为了苟且偷生，
希望以立大功来换取自由，串通一气，
竟然诬告宋徽宗“太上谋反金国”，最
后经过金国特使调查，证明此事为子
虚乌有。宋徽宗经此一劫，愈发心灰
意冷，也更如履薄冰，遂将这一千余首
诗付之一炬，仅存下来十余首。流传
最广的是《在北题壁》：彻夜西风撼破
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
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从中可见其悲
惨处境和孤独绝望的心情。

随徽钦二帝“北狩”直至关押在五
国城的上至北宋皇族，下至宫女役匠，

个个命运悲惨，只有少
数人回到南宋。宋高宗
生母韦妃为其一。景区
东 部 建 有“ 韦 妃 南 归
亭”。

景区广场东侧显著
的建筑还有胡里改路万
户府，对胡里改路沿革
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胡里改路治所在依兰，
是金国东北重镇，金代
东北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的中心，管辖范围
广阔，交通发达，辖区人
口达 3 万余人，在那个
时代的边远地区，人口
数量可谓“众多”了。胡
里改路因胡里改江而得
名，胡里改江即今天的
牡丹江。

近日一个午后，来到位于哈尔滨
市呼兰区的萧红故居，就是林立的高
楼间的一座青砖青瓦院落。当车子戛
然而止，写着烫金行书的“萧红故居”
几个字的横匾，就从那座院落的门楣
上跃入眼帘。

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身份证，便深
入参观。从右侧耳门进入院子，蓝天
下，正房前萧红的汉白玉雕像十分醒
目。秋高气爽，花仍然艳柳依然绿枝
头沙果正通红，以《生死场》和《呼兰河
传》成名的萧红，坐在她家的院子中
央，一手托腮一手抚卷，目视远方，似
读书似思索又似有些难掩的忧郁。

张家的这个院子是青砖、青瓦、土
木构造，始建于 1908 年，大门南开，分
东西两个院落，8 间东院为萧红家自
用，西院 22 间出租。东院房后有一个
大菜园，即萧红在小说里所说的后花
园。东院五间正房的东西大山上，镶
嵌的薄风板上有浮雕的云子卷花卉和
盘肠图案。柁关上刻有“吉祥如意”。
建筑外观呈现古朴典雅的深红色调。
萧红出生和她父母居住的是屋内东面
两间，摆着萧红用过的小饭桌、梳妆
台、躺箱、茶桌等。其规模局势在当时
的呼兰是很体面的，可在浓烈的现代
化氛围中，却显得黑魆魆地且矮小得
很了。可见，因时代的不断进步，眼前
看着再好的东西，也有落伍的时候。
此刻还是温暖的天气，一旦进到每间
屋子里，顿时觉得阴暗而潮乎乎的。
仿佛幼年萧红那些缺少爱的日子的阴
影还没散去。我和熟读过萧红文字的
所有读者一样地知道，这里的确是家，
还是一个大户人家，只是，这个家无法
将一个萧红容纳；这个家里有父母，却
没有一只温热的手掌爱抚过可怜的萧
红。萧红偌大的家里不少亲人，而对
她不吝啬爱的也只有一个衰老的祖
父。有爱的家才是家，祖父死了，萧红
便没了家。

我在叹息中，凝目故居五间正房
的堂屋门口张廷举写于1947年春节的
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
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的时候，却
又觉得萧红的父亲也是爱她的，说只
有祖父一个人爱她的说法并不十分准
确。如果说父女间有裂痕，应该是新
旧观念的对峙和冲突吧。用今天的话
说，萧红天生是一个前卫新潮的女人，
作为旧制度下绅士的张父，当然看不
惯她的新思想和“大逆不道”的行为。
任何时代，两代人间都会有代沟，所
以，沟通以及沟通的方式方法就显得
尤其重要。

萧红以反映中国北方民俗的长篇
小说《呼兰河传》驰名中外文坛，从故
居中一步步走过，我是想再体验一次
萧红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轨迹，也重新
领略30年代北方人民生活图景。

不管是上锁的屋子还是在什么地
方，总可以印证萧红还是没有被人遗
忘，她虽只活了31岁，却将她永远的31
岁永远地留在后人的脑海中，这应该
是真正意义的生。

看着西屋墙上挂着萧军、端木蕻
良等中外名人的题词及来故居参观者
的照片，不禁想起萧红轰轰烈烈多坎
坷的爱情来，也便唏嘘不已。命运在
为萧红打开文学事业这扇窗户的同
时，却将她的爱情之窗稀里哗啦地关
掉了。看来，人生真的是没有完美存
在，没有全部输掉就是赢了。所以，萧
红还称得上是一个赢家，如今还被后
人连续不断的怀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
明。

弯腰低头，透过落满灰尘的门，我
窥探东屋后面的贮藏室，它还像萧红
描述的那样黑洞洞的，且仍锁着门，阴
森感油然而生，不知当年幼小的萧红
为排解难耐的寂寞孤独，是怎样大着
小胆子摸进去探宝的。人说三岁看
老，单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萧红有别

于常人的勇敢开拓进取精神，也就不
难理解她冲破封建阻隔闯荡在外的举
动了。

走进正房后那个在《呼兰河传》中
被萧红称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后花
园，虽已深秋，但眼前的情景几乎就是
萧红描述的样子：“那些植物和蔬菜，
都侍弄得很好，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
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 子 叫 了 ，就 像 虫 子 在 说 话 似
的……”伫立观赏，思绪在时空隧道穿
梭，让我仿佛看到当年萧红在园子里
跟在祖父后面摘花捉蝶儿的样子，竟
觉得听到了萧红稚气的声音。我知
道，是这里给了萧红祖孙的亲情，给了
萧红幼年的快乐，更给了后来萧红创
作提供了无限灵感。

站在正房前面的三间东厢房里，
幽幽地，仿佛感觉到了那个爱偷东西，
爱寻死觅活上吊跳井，骂惯“兔羔子”
的有二伯的音容仍在；正房后面空落
落的磨房里，爱拉胡琴、唱唱本、拉风
车，忙时整夜打梆子看驴拉磨、白天卖
粘糕的冯歪嘴子没在，他是又出去卖
粘糕了吗？院子外面不时传来的吆喝
声里，是不是夹杂着她的叫卖声呢？
凹陷的磨道上，没有蒙着眼睛、瘸了一
条腿的驴子；厨房里经常提筐子到后
园摘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王老厨子，
被不断的游人吓得早就像云烟一样在
人间蒸发了。

到此，我已实地摘读一遍《呼兰河
传》，等于又一次实地体验感受一回

《呼兰河传》，使我更体会到生活的确
是创作的源泉。一个写手乃至作家，
再善于联想，若离开真实生活的基础，
也只能造出没有真实感的空中楼阁。
萧红的这个代表作就是她用质朴生动
的笔触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30
年代旧中国农村的原生态。

经过一小时，完成了边走边看，回
眸那烫金的“萧红故居”四个字，我忍
不住又在心底默默地祝福：萧红和萧
红故居，愿你们永远不被时间蒙尘。

行游萧红故居
□文/摄 贤哲

风物

萧萧风雨
□于博

坐落于依兰
县的五国城，史称
五国头城，是省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因为北宋徽
钦二帝在此囚禁，
依兰也有了“伏龙
之地”的雅号。

沿着依兰县
城通江路，向北行
走1千多米，在一
处茂密苍翠的林
木之中，有一块白
石碑，上书“五国
城遗址”。从此碑
西移数步，便是五
国头城景区，雕梁
画栋，蔚为壮观。
森然高耸的城墙
上飘扬着各式金
国部落旗帜，墙体
上刻着九个大型
浮雕，记录徽钦二
帝在此关押的故
事，城门上方的
“五国头城”四个
大字格外醒目。

五国头城是
公元 10 世纪，女
真人建立的五大
部落之一。随着
岁月流逝，五国头
城遗址仅存几道
残 缺 的 城 墙 。
2003 年，依兰县
政府投资兴建五
国头城景区，占地
面积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200平
方米。五国头城
景区建筑风格注
重再现历史真实
性，同时兼顾现代
旅游的时尚性，让
北国依兰小城锦
上添花。

景区西面正房是
金国东路都统西古乃
将军的军寨，刀枪闪
亮，兵将威武。寨后
建有金兵阅兵场，站
在点将台下，秋风过
耳，犹如鼙鼓震响、战
马嘶鸣以及将士呐喊
搏杀。

景区西面还建有
“洪皓传书亭”，向游
人讲述了一段传奇故
事。洪皓是南宋派到
金国的通问使，他日
夜牵挂君主，后来，收
买一个叫陈忠的皮货
商人，趁机告诉徽钦
二帝逃离五国城，洪
皓在外接应。由于金
兵把守严密，此次行
动未能成功。我想，
这应该是一个传说，
后人杜撰的，或许是
期盼徽钦二帝早日南
归，或许是为洪皓“增
光添彩”。洪皓出使
金国，被扣 15 年，威
武不屈，被誉为“宋之
苏武”。洪皓传书亭
所谓的传书，就指洪
皓向徽钦二帝传递营
救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西配房还有一间牢
房，是金国囚禁诬告
徽钦二帝谋反的“二
逆”赵愕、刘文彦的监
舍，两名金国官员虎
视眈眈，其中不乏轻
蔑。赵、刘二犯身披
囚衣，可耻可憎。

此外，五国头城
景区还设有“靖康之
变历史展览室”“徽钦
二帝在五国城展室”，
图文并茂，详实可考，
置身其中，那段屈辱
的岁月历历在目。

漫 步 五 国 城 景
区，随处可见凋谢的
黄花，一丛丛似稻谷，
昂然站立。黄花，又
名忘忧草，可以让人
忘掉痛苦和忧伤，让
人重新找到平静和快
乐。黄花，还是勇气
和战斗精神的象征。
黄花，更指昨日逝去
的岁月。无论哪种寓
意，和景区都很契合。

萧萧风雨五国头
城。古风古韵古城，
依山依水依兰。五国
头城景区是依兰县重
要的旅游资源，也增
加了依兰这个三江交
汇、三山拱卫的边陲
重镇的文化内涵，对
弘扬历史文化，提高
依兰知名度，促进依
兰县域经济和旅游业
发展，极具重要意义。

五国城五国城

萧红雕像。

后花园中祖父与童年萧红的雕塑。

萧红故居正门。

坐井观天遗址。

五
国
头
城
牌
匾
。

五国头城门楼正面。

坐井观天遗址中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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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遗址内雕塑坐井观天遗址内雕塑。。

远观五国头城远观五国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