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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湖地下森林小北湖地下森林。。

太平沟千年红松太平沟千年红松。。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友人魏哥诚挚相邀，周
末中午，乘高铁出发，目的地通河。

相比于身在温州的姊姊发的35摄氏度气温截图，哈
尔滨的夏天凉爽得令人窃喜，想必此刻的姊姊正思乡情
切。

当年，为了让五个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父亲一步
步把家从镇搬到县，又从县迁到市，逐步远离了田园，而
十多年来，我竟越发地思念田野，田野总是那么香气四
溢，欢声笑语，而记忆中童年的我在田垄间奔跑，采花、摘
果，无忧无虑。

回归田园成为我的执念，一年四季，走进田野的热
望每每使我坐卧不宁。

列车在广袤的田野间穿行，满眼绿色，养眼养心。
车到方正，魏哥已在此等候。
方正到通河的203省道像稻浪间的白色航线，我们

的小轿车像一只冲锋舟，在稻浪、湿地间驰骋。
简单吃过午饭，魏哥送我们去铧子山。
沿路，依然是已泛黄的无尽稻浪。极目远望，想寻

找多年前，初来通河被惊艳到的景象。那年，好友出嫁，
我从山海关匆匆赶回，刚放下行囊，便踏上开往通河的
送亲车。

那时，去通河，需要在方正坐摆渡船。站在船上，我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景色，印象最深的是美丽的田野，
大片的稻田像蛋糕一样被小路切割成整齐的方块，整齐
排列，金灿灿、绿油油，好像还有紫色、红色，我第一次知
道，田野可以如此诗意。

黑龙江粮食“20连丰”，豪迈的农人辛勤稼穑之余，
在田野上挥洒诗意，稻田画早就屡见不鲜。

稻浪中，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哼唱熟悉的老歌：“我们
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
的稻田，好象起伏的海面。”

“铧子山森林公园是国家AAAA级景区，由大铧子、
二铧子、三铧子及其它山峰组成，主峰海拔680.7米，因
形似犁铧而得名。这里林木葱茏，溪水清澈，空气清新，
有40多处景观，玻璃栈道让人感觉置身云端。”铧子山早
已大名鼎鼎，魏哥略带自豪的介绍让我更欲攀爬、登临。

兴冲冲来到购票处，却被告知，最晚售票时间是下
午三点，我迟到了一刻钟。

寻隐者不遇。
隐者不遇因“此山云深”，而我错过铧子山因“下山

晚了，恐小动物被打扰”。
沿路失落地下行，忽然闻到沁人的香气。山脚各色

花儿争艳，蜂蝶飞舞。我一朵朵地给花儿拍照，她们虽
无声静默，却因微风更加摇曳，不知那沁人的香气来自
哪朵花、哪片林。却见蜂蝶飞舞，忙忙碌碌。

铧子山入口的巨石前，步步高花开得正艳。几只马
莲蝶上下翻飞去，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狠狠地
拍照、录像。

青山未见我，我亦错过青山。可我闻着城里未曾领
略的香气，揣测着若拾级而上，沿途的奇花异石、山顶的
风光无限，登临后的称心快意，不觉心满意足。

第二天中午，魏哥杀鸡割肉，煮苞米、窝瓜，宴请一
众好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魏哥、杨哥从早市
精挑细选的玉米、窝瓜带着大地的清爽入口，也有了沁
人心脾的香气。

午饭后，漫步松花江畔。三个鼓胀的“船帆”蓄势待
发，为小城增加了时尚感。长长的防浪堤上，刻着四大
古典名著人物形象和古诗词，迥异的造型和字体令人感
叹小城的文化底蕴。

江水浩荡，始建于1935年的通河水文站监测点定海
神针般立在江边。魏哥说，今年松花江通河段水不小，
但通河是福地，从来都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是啊，前
一晚，街头漫步，抬头见“政通大街”“人和大街”字样，纤
尘不染，街市繁华，心中满是感动：这是多少年来百姓的
热望啊，而我们的小城就这样神闲气定、不疾不徐地沉
浸其中。

这样清洁、安静，安居乐业的小城在黑土地不止通
河一个。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逗留两日，呼吸了山
间的清新，品尝了田地的馈赠，畅叙了赤诚的友情，我竟
舍不得离开。

期待来日，与铧子山相约，体验我见青山的妩媚，不
许它再闭门谢客。

相约铧子山
□王晓平

“阿朗赫赫尼那~乌苏里江长又长，蓝蓝的江水
起波浪……”悠远的乌苏里江从这里起航，乌苏里船
歌在这里唱响，歌声里蕴藏着北国的阔达与江南的
婉约。大粮田、大湿地、大森林、大界江、大冰雪，以
神来之笔，在中俄边境线上写意着虎林自然与历史
辉映，传统与现代共鸣的和谐画卷。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
方，领略生态气质之美，解读“山有百藏而不语，水润万
物而无声”的境界。

穿越浩渺的时空，绿色的乌苏里江宛如一条巨龙
蜿蜒而来，以龙的灵性润泽着这片土地。苍茫的完达
山一路向东，挺起龙兴之地的脊梁，怀抱七色宝藏。东

北虎出没在山冈上，用霸气的目光放牧着慵懒的黑熊、
机警的狼群。神顶峰架起一座“天梯”，捧出了北疆夏
季第一缕霞光。夏日登临峰顶，看日出东方，观云海变
换，听松涛轰鸣，恍如人间仙境。

天鹅、丹顶鹤、东方白鹳、白尾海雕等珍稀鸟类乘
着季风，远涉千里，在这里安家筑巢。在蓝天下飞翔，
在水草间散步，呼朋唤伴，唤醒了乌苏里江。大马哈、

“三花五罗十八子”等数十种名贵鱼类忙着为乌苏里江
“加工”独有的物种“名片”。沿江而行，一碧万顷的珍
宝岛湿地似一道道绿色生态五线谱，弹奏着生命向上
而生的力量。江水奔流，岸边草木欣欣向荣。磅礴的
气势，透射着撼人心神的魅力。在罕有的天然氧吧中

深呼吸，感天地之醇和，叹遗世而独立。
以山为弦，以水为韵。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

方，看四季轮转之美，畅享传统习俗之乐。宁静的乌
苏里江在岁月里流淌，孕育着虎林四季风光。江河在
春风中解冻，泛起生动的笑容。徜徉在江畔，看壮观
的开江仪式。乌苏里江渔猎文化节拉开盛大的帷幕，
看头船回港，渔把头为头鱼系上红绸竞拍，鸣锣成
交。品江鱼、赏歌舞……在厚重的仪式感中探寻虎林
渔猎文化源流。盛夏时节，月牙湖万亩野生寒地荷花
傲然绽放，波光莲影，荷香浮动，浸润着城市的风骨，
为北国之美添写了几抹江南风韵。一年一度寒地荷
花节，赏花赋诗、游宝岛、钓江鱼，结荷缘。

秋日来临，季节的画笔浓墨重彩，挥洒摇曳多姿
的斑斓。大豆摇铃，稻蔬飘香。采摘节、开镰节，带着
乡土气息的节目亮相黑土地大舞台，呈现着“忙有所
得，种有所获”的喜庆祥和。冬天是这里永远不可或
缺的冰雪童话。踏雪寻春，逐梦冰雪，凿冰冬捕，动静
相宜。国际冰钓大赛高手云集，在南岛湖一竞高下，
看花落谁家。而鑫人合旅游滑雪山庄是草根的“赛
场”，任你一展雄姿，驰骋在冰天雪地。

千山万水，不忘来路。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
方，听经流不息的乌苏里江讲述六千年传奇，接纳一场
心灵沐浴。肃慎人在这里点燃渔猎生活的篝火。赫哲
人世代居住，唱响乌苏里船歌。东方第一庙关帝庙座
落江畔，三百年缭绕的香火，仿佛“老把头”讲着采参人
的故事。闯关东的脚步一路向东，冲破了清王朝的封
禁，点燃虎林农耕文明的薪火。

穿越岁月的烽烟，翻阅红色史诗。走进侵华日军
虎头地下要塞，听历史敲响警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终
结地纪念碑矗立江畔，吟诵着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
走进深山密林，寻访抗联根据地，收藏抗联精神的火
种。走进硝烟散尽的珍宝岛，怀想“百年首捷，一岛独

胜”的珍宝岛战役。星星之火在这里燎原。王震将军
点燃了第一把垦荒的圣火，开启了现代农业文明之
旅。面向辽阔的原野，回望挑战荒原的激情岁月，读郭
小川《刻在北大荒土地上》的长诗，追寻荒火之魂。

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在这世外桃源中，品
绿色盛宴，享文旅之乐。乌苏里江开江鱼是舌尖上无
法抵挡的诱惑，品原汁原味的江水炖江鱼，是一场从味
蕾到精神的盛宴。走进八五六“稻海观澜”，远眺，万亩
良田尽收眼底；俯身，寓意深刻的稻田艺术画映入眼
帘，冲撞心扉。坐上小火车，绕行万亩蟹稻示范基地，
看一水两用，稻蟹共生。八五八千岛林“岛屿”密织。
乘画舫船游湿地、观水鸟、闻荷香、听传说，恍如误入江
南水乡。极目远眺，壮观的湿地一览无余。“明月松
间照，清泉石上流。”太平村萤火虫星空露营是休闲生
活的打卡地。炎热的夏夜，听蛙鼓蝉鸣，看星星点灯，
远离尘嚣，野趣横生。如果想感受收获的快乐，莙琳采
摘园的富硒葡萄，复兴村的无公害草莓，耕农村、桦树
村果蔬园都捧出了鲜美的果实。

山灵水秀，成就了虎林绿色自然的乡村美食和特
色优品。吉米虎、鱼皮画、木制工艺品，打包起不虚此
行的记忆。森林猪、溜达鸡、稻田蟹、黑蜂蜜、食用菌、
山野菜、蟹稻米……绿色基因，生态美食。杀猪菜、乌
苏里江烤鱼、传统柴火铁锅炖、赫哲族风味杀生鱼……
家乡味道，田园野趣。饮一杯完达山美酒，醉进最深最
浓的乡愁。

一条绿色的大江，在岁月里深情守望，留下了时光
的碎影，写意着线装的历史。虎林，乌苏里船歌唱响的
地方，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是与山水对饮、与心灵对话
的精神故乡。走近抑或回望，悠远的船歌都会在心底
久久回响。“阿朗赫赫尼那~乌苏里江长又长，蓝蓝的江
水起波浪……”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乌苏里江流域湿地景观乌苏里江流域湿地景观。。

山中行记
□文/摄 安石榴

8月中旬，随牡丹江市作家协会和牡丹江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组织的采风团，走访了海林林业局
原始林风景区和小北湖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漫步海林太平沟激流栈道、看千岁红松林，观光小北
湖鸳鸯池、苍鹭岛、地下森林等风景地，感受生态环境建设成就，感受如诗如画自然之美。回来数天，
仍回味悠长。

遇见根抱石
在海林林业局太平沟原始林风景

区我们遇见了根抱石。我们以为的，一
棵参天大树，以数米甚至数十米高的身
量，昂然屹立森林之中，一定是因为深
深扎根大地的缘故。实际上不尽然，林
中有种小风景叫根抱石。于是，你在森
林中行走的时候，与一棵大树不期而
遇，根却裸露在外。你一定会大吃一
惊，不禁停下来仔细打量，就会发现，这
棵大树有稳定的根基、蓬勃的生命活
力。只是这并不容易，将根系发达起
来，紧紧抱住山石，然后向着太阳努力
生长，让自己与森林中任何一棵树相比
都毫不逊色。

然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真相。
看着那复杂缠绕盘结的根
系，便会理解它成长的艰
辛。但你看不到那艰难的
生长过程，你只看到了它
的结果——它最终赢了。

我们见到一棵巨大的
根抱石，凭自己打造了一
个迷人的小生态，它照顾
了两棵花儿，一棵沙参，一
棵北防风，它们都长在它
裸露的长满绿茸茸苔藓的
树根上。我们相遇的时
候，沙参正摇曳着一串蓝
紫色的小铃铛，北防风的
伞状白花却纹丝不动，淡
定泰然，然后两只黑色蝴
蝶翩然而至。

海林太平沟和宁安小
北湖都有根抱石，回来之
后，我将一棵根抱石的大
树，移植在了心里。

千岁松和万年冰
海林太平沟有一片千岁的红松！站在

树下往上看，根本看不到树的尽头，这不仅
仅因为它高，还因为它直。这很有意味，是
不是？风景应该没有言外之意，可是人有
心灵啊，所以才有各不相同的风景吧。

这些千岁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鳞状
树皮匀称饱满，树干颜色均匀鲜亮。看起
来它们和几百岁或者更年轻的红松相比，
只是更粗壮，它们没有一点儿老态。瞧吧，
人家的年龄都四位数了，依然精神矍铄，而
我们人类呢，活到 100岁，就很不容易了。

又想，一千年，在人间这种时间跨度，
会演绎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又或者，几
度沧海桑田轮回到厌烦了吧？一棵棵挺立
千年的松树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么一来，思绪有点漫漶，人间和森林
中是不是有不同的时间秩序呢？这让我想
起神话故事来，中外都有。凡人在山中与
神仙相遇，只是看了一会儿游戏，或者旁观
了一盘棋，下得山来，便找不到家、见不到
亲人了。不是迷路了，而是山中一日，人间
百年已过，故乡立马变成异乡。

古冰洞在小北湖的地下森林。一个浅
浅的火山石洞下结着远古的冰，无论冬夏，
万年不融。咫尺之外正是当下葱茏的绿木
青草。寒暑并存，枯荣同在，大自然仿佛在
此刻提供了一个悖论，但我们并未因此遭
遇思想的挫折，我们只被神奇吸引。旁边
还有一个雾洞，突然间释放一洞靓丽的雾
气，但肉眼并不见其形态，却把一道弧形光
环留在手机镜头中。雾层后面是深邃的洞
穴，此时更加深邃，无从把握，这又是神奇
的一幕。人难道不是因为追慕神奇而来人
间一遭吗？于是想象力再次上线，这回是
个科幻级别的了，关于平行时间，关于未
知，切口从这个迷人的洞穴开始……

大森林的卫士
小北湖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的两位男士

接待了我们，他们是副局长张宇，资源保护科
科长孙继旭。一见面，就知道两个人是好搭
档，他们一起守护山林的一草一木以及所有生
命。他们是大森林的卫士。

张宇讲了一件小事。日常巡护管理有一
项工作是给野生动物监测红外相机换电池。
有一年寒冬腊月，他和孙继旭两人需要步行四
公里换电池，从早上八点出发到下午四点回
归，他们足足用去了八个小时。数字说明了一
切，这个路程，平常的天气平常的地形下，平常
人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就走完。张宇和孙继旭
并没有描绘道路和天气的险阻，没提大雪封山
是个什么状貌。我猜，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日
常，有什么可说的呢？张宇说：“后来我把大衣
脱了，抓在手上拖在身后。”这种极度疲惫的描
绘，不一定谁都懂，不一定能获得共情。我自
己出身林区，我父亲也是林业工程师，他给我
们讲过很多有趣的经历，但从未讲过困难。还
是那句话，那是他们的日常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带着向导和
调查小组搞森林调查的时候，一路上都是老
虎的嘶吼陪伴。这样一番钩沉，现实和历史
交织，我看见了传承，它十分珍贵。虽然当下
这一代森林守护者与我父亲那一代时空上未
有丝毫交集，但相同的理想与职责，让他们穿
越了时空，彰显出森林卫士的行动力和精神
的一脉传承。

孙继旭研究生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他有
非常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小北湖的山山水水、动
物植物等在他口中全部可爱、生动活泼。无论
凶悍的棕熊、老虎，还是鸳鸯、蝮蛇，他讲起它们
在小北湖活动的种种细节，都如数家珍。

经过一片小森林，参天的大树下密布苔藓
和一个个小小的火山石小洞，那是极容易忽略
的古冰小洞，我并非第一次来，这一片绿茸茸
的苔藓地也不是第一次见，但我并未关注到隐
约可见的小洞。这位脸上带着自豪感的林业
工程师，告诉我们那是鼠兔的窝。受了他的感
染，看着童话似的森林现场和一个个可爱的鼠
兔小房子，我想，这是一个对森林有大爱的人
啊，他，或者他们才是大森林真正的歌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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