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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一坛越陈越香的酒。

酒香成诗，诗中有画。

这坛酒，从远古的农业文明幽

幽而来，满载着植物的清芬、丰收

的甜蜜、美好的希冀。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

春酒，以介眉寿。”自《诗经》起，这

古老的一坛酒，历经风霜雪雨，在

每一个隆重或者平淡的日子里，被

庄重地、喜悦地，抑或惆怅地打开。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

浪漫的千年一约，仿佛仍然回荡在

耳畔。

绿酒初尝，红炉正旺。醅酒新

弄，心事欲倾。

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华

夏儿女扶犁耕耘，点燃新火。酿美

酒，煮新茶，敬天地，醉日月。

日子，总要过得热气腾腾、豪

气满满。吟上一句诗，端起一杯

酒，平凡的岁月，就锦上添花了。

这古老的一坛酒，满载着炎黄

子孙的喜悦与乡愁，一路传承到我

们手里，举杯品尝，依然散发着如丝

如缕、古老雅致的芳香，醉人心底。

一

面对着一壶陈年佳酿，人们常

常沉醉。那么，如果面对的，是一

座酒文化的“殿堂”呢？

白雪飘飘的冬日，我们置身于吉

林省酒文化博物馆。在这座历时数

年精心“酿造”起来的酒文化殿堂里，

馆主宁凤莲眼角眉梢皆是笑意。平

日里并不怎么饮酒的他，常常会在这

里踱步流连，那份由衷的喜悦和欢

愉，仿佛早已令他深深沉醉。

算起来，宁凤莲与酒相伴，已

经30多个年头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

踏雪泥”。宁凤莲认为，韶光虽易

老，人却总不要在世上空来一遭，

而要留下宝贵的东西。从1990年

接手白山市糖酒站，再到2000年成

立白山方大集团，如今，宁凤莲也

到了古稀之年。平生最爱苏轼的

他，老来，也想“对一张琴，一壶酒，

一溪云”。然而，肩上的担子、心头

的责任，却还不允许他稍有松懈。

30年的时光，作为国内酒类流

通领域闻名遐迩的“中国驰名商

标”，“白山方大”已经实现了质的

飞跃。但是，在宁凤莲心里，他心

里的那一亩田，梦想的小苗却还刚

刚发芽，在茁壮生长。

二

一壶美酒醉时光。

每每流连在这座酒文化博物

馆，宁凤莲总会生出万千感慨。这

座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博物

馆，收藏有67大类5759瓶白酒，创

造了吉尼斯世界白酒收藏记录，还

被评为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一个终生与酒打交道的人，费尽半

生心血，终于将四处搜罗来的美

酒，悉数荟萃于此。

回想博物馆初创。那些年，宁

凤莲带领一众人马，创立了酒类流

通领域响当当的牌子，而他自己更

是阅酒无数，经手无数。这些酒，

从厂家到顾客的手里，风流云转

般。忽然在那么一天，忙碌中他停

下身来，想把这些美酒都留住——

留给长春这座给予了他无限鼓舞

的城市，留在这些跟他一起奋斗的

年轻人身边，更留给子孙后代，让

他们知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

酒文化，多么悠远绵长。

为了这些酒，他被人称为“酒

疯子”。他听了笑笑，认为这是对

自己的嘉许。可不嘛 ，为了一瓶

老酒，他朝思暮想，常常不远千百

里寻它去。历尽周折，软磨硬泡，

终于能美滋滋收入囊中。

这近六千瓶的酒，差不多，就有

近六千个故事吧？荟萃在一起，仿

佛人世间的千百种滋味，千百种情

感，都在徐徐地、袅袅地将人缭绕。

人生，竟似一壶酒。如果细细

品味，万千种的滋味，也会一起涌

上心头罢。

三

端起这一壶酒，细品这一壶

酒。

30年，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

也许只是波光潋滟的一瞬；然而，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却是它蓬蓬勃

勃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光。

30年，白山方大从“童稚”走向

“而立”，也担当起了自己的社会使

命与责任。

历经风风雨雨，守得云开月

明。然而频频回首，无论如何，也

不能忘记自己的来时路，更不能忘

记，一个成熟企业，要对国家、对社

会，有着自己的一份使命与担当。

30多年，无一假货，无一投诉，

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而

宁凤莲本人，更是被评为“全国（诚

实守信）道德模范”。企业的名声

响当当，这块模范的招牌，宁凤莲

更是看得比什么都重。

感恩，寻根。和谐，诚信。这些

企业文化，深深地根植在了“白山方

大”的血脉里，化身为了每个人的家

国情怀、敬业精神与使命担当。

不是在博物馆里亲见，真的很

难让人相信，这座酒文化的殿堂，

同时也是一座青年员工们文化学

习的殿堂。

在博物馆三楼，整整一个大空

间，皆是酒类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展

示。员工们的学习笔记，整整齐

齐，摞成了小山样。

这些员工们，大都是年轻人。年

轻人出来工作，更看重的是长远发

展。为了打开青年们的视野，每年，

宁凤莲都要组织青年员工瞻仰革命

圣地，重温入党誓词，让青春的热血

更加澎湃而激情。

是的，一个人，如果他有梦想，

有热望，有识见，有担当，那么驾驭

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一定是欢欣满

满，价值无限。

饮水思源，一路披荆斩棘夙兴

夜寐到今天，更不能忘记来时的坎

坷路。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情感的宁

凤莲，常常也要吟诵起《论语》中的

名句。

源远，才能流长。居安，更要

思危。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组成消费

者监督委员会，对企业行为进行

“无死角”监督；向消费者协会公开

承诺“先行赔付，假一赔十”；首创

将20万元“先行赔付保证金”递交

省消费者协会……

当铿锵的誓言化为现实的行动，

逐梦者又迈开大步，勇毅前行了。

是的，距离宁凤莲的“百年老

店”梦，还任重道远。

道阻且长。然而，老骥伏枥的

他，依然满眼春光。

心中的那个梦，生长在心里的

那一亩田。然而这个梦，也终将与

千千万万的拼搏者瑰丽的梦一样，

在奋斗中尽情生长，迎来花美果香

终成纯酿的那一天。

九月九，酿新酒；香尽透，情染

就。

最是人生一碗酒，点点滴滴在

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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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

月亮悬在河道上空时

我们一行刚好走在堤岸的木栈道上

顺着河面吹来的

是从长白山上飘下来的

那种令人微醺的风

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

松动、挣脱，但我没听到

从沿河的草叶到对岸的松林间

河道颇具平衡感

六月正是中华秋沙鸭

扎营育儿的季节，于是我细心观察

看到二道白河的幽静舒缓

这不同于家乡草原的黄昏

落日弹跳、牛羊躁动

草浪涌过了地平线

登顶

在山顶上，坐下来抽支烟

休息片刻。有人依着天池石碑拍照

有人朝着白雾茫茫中的天池喊叫

整个晌午，除了风雨，天池像一位

神秘女郎，从未现身

有人指着火山峭壁

让我一起看

可我想告诉他我的想法

这是六月末的一天

已经听到山顶的白雪坍塌时

震耳的轰鸣

半山腰的风柔和了许多

野百合映着灿烂阳光，构建起

一座座崭新山野

我正按照自己喜好，对蓝天

张开了双手

早晨的故事

一本书翻开不同页码

叙写着一天不同的故事

你可能读到

早起的鸟儿以及刚刚从树冠顶

落下的一缕阳光

假如你愿意

在某个早晨

于寂静中朝外张望

能否找到鸟的影子

此时的长白山，时时拖动着

你的视线

那拍打翅膀的鸟儿

飞入另一片世界

说起菌类

鸟鸣还在倾泻

前方杳无一物，除了更多树木

有人说，胡老师生前就居住在这里

放牧他的森林文字

木屋不算大

虽不算奢华却也遮风挡雨

木屋左边有潭水

昨晚有人从对岸凝视

于是我相信

漫长的创作才刚刚开始

我们说起了

胡先生和他的山林笔记

说起他笔下的菌类

说它的虚缈，却又那么真实

早起的草木

早起的草木在摇动

不过还有更早的，甚至整夜未睡

而在草丛间窜行的狐狸

阳光从树冠落下，一只鸟刚刚起飞

让人产生某种欲望

它们是否有过约定，以保持

森林的寂静

当你闭眼那一刻，有光还保留在

感知中。而一大片水

吸收了阳光

六月的二道白河很真实

看上去幽静莫测

星空

长白山的星空

比较适合用孤冷这个词描述

清辉不仅是月亮的

星星不断抬升森林的睡意

而我却醒着

夜就像一张柔软的纱布

将白昼滤净

我赤裸裸躺在草地上

右侧有一匹马，马也是赤裸的

我从未在这样地方

如此安静夜晚

仰望过星空

仿佛此生仅此一次

认知

衰老使你认知了更多

超过那些树木叠加起来的光亮

关注自然的情愫

有别于赶着羊群

从放牧过程中获取的经验

森林、候鸟、寂静

成为判断事物的依据

视力、听力的下降并未影响你

推开窗户的每个早晨

对真实相遇的自然万物

心底涌现出的感恩

颇具仪式感

就像羊群对着蓝天

举目仰望

喜欢上了中华秋沙鸭

现在我就想

安静地望着它们，那些老老小小们

它们也望着我

黑眼眶里聚焦的苏尼特草原

现在二道白河已是暮晚

或许中华秋沙鸭

只能看到黑白（我的猜测）

而我却不是

它们的世界简单又透明

而我的却不是

为此我苦苦烦恼了一个晚上

直到强光插入大脑

曝光成了一张底片

散步长白松森林公园

独自漫步长白松森林公园

直到黄昏垂临

虽有某种心绪涌上心头

然而树木异常宁静

当我跨过小河

回头凝视流水时

夕光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苦苦渴念，即将逝去的时间

在落日离开之前

长白山笔记【组诗】
□阿尔斯楞

美丽延边，风光如画。

作为摄影爱好者，怎能错过这

美好景色。我背起相机，走向田

野，走进乡村——映入眼帘的是一

个个充满生机的美丽乡村。

从远处眺望，如纱似幔的晨

雾，笼罩着北城村，缥缥缈缈，如海

市蜃楼一般，梦幻而迷人。村前，

是一片收获过的稻田；村里，缕缕

炊烟，袅袅升起；雄鸡报晓的歌声，

嘹亮悦耳；不时从村里传来的牛哞

犬吠声，萦绕在耳畔。这是一幅多

么和谐的乡村画卷啊！

走进村，主道和巷道全是柏油

路，路两旁，步登高和美人蕉开得格

外艳丽，姹紫嫣红的鲜花把一座座

崭新的农家院舍装扮得十分靓丽。

我边走边用相机拍摄这美丽

景色。这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向我走来，跟我攀谈了起来。从谈

话中得知，这位老人叫李克科，一

直住在这个村里。问他如今村民

生活咋样，他高兴地说：“能过上现

在的好生活，俺做梦都笑啊！过去

村里有句老话儿：北城村没老婆

行，没靴子不行。那时村里全是土

路，一下雨泥泞得很。你再看现

在，这路，这房子，修建得多好啊！

农民的农业税免了，现在看病有医

保，困难有低保，种粮给补贴，这都

要感谢共产党啊！”老人脸上是抑

制不住的喜悦，话是发自肺腑的。

告别了老人，我继续往前走，

不觉间来到了村部。村主任李玉

山热情接待了我。

我说：“你们村环境建设得真

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也高。”

他自豪地说：“当然了，我们村

是汪清县大兴沟镇第四大村，有

226户，长住人口420多人，主要以

种植大豆、玉米为主。村里壮劳力

多，地少人多，就大力发展养牛

业。目前全村有70多养牛户，存栏

1000多头。靳宇峰是我们村的养

牛大户，养了近百头牛，年收入三

四十万元。现在，国家对农村政策

太好了，农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富

裕。”他话里充满了喜悦。

离开北城村，我来到临近的双

桥村。去往村里道路两侧种植的

串红、扫帚梅争奇斗艳。村口大片

金色的稻田，在蓝天白云和鲜花的

映衬下，色彩更加明丽。一辆辆小

轿车停在农家院里，从中看出百姓

生活的富足。

村边大地里摆着一片黑黝黝的

木耳菌袋，六七个妇女在摘木耳，一

个50多岁的男人把一篮子木耳往

晾晒网上倒。闲聊中得知，他叫祁

学章，种了30多年木耳，今年种了6

万多袋，他还种植了两个塑料大棚

的桑黄。他乐呵呵地说：“我家光种

木耳和桑黄一年就收入10万多，我

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话语里充

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村头，一座蓝瓦白墙的新房舍

吸引我走近拍摄。这时，屋里出来

一位老大娘，热情跟我打招呼，并

让我进屋喝口水。我被大娘的热

情打动了，随老人进了屋。屋里十

分整洁，大炕上铺着黄色炕板胶，

白色电视柜上是大屏幕液晶电

视。我和大娘坐在炕沿上唠了起

来。大娘叫袁秀娥，80岁了，是五

保户，这座房子是国家帮助建的，

花了 6.5 万元，她才拿了 1.5 万

元。她高兴地领我进厨房和卫生

间看，锅灶既可做饭，又能烧地暖，

大娘把屋里烧得暖烘烘的。卫生

间和洗浴在一起，洗衣机、热水器

俱全。她说：“俺嫁到这个村60年

了，这两年患了哮喘病，多亏了村

里帮助，吃住无忧！”大娘这话是发

自心底的。

与双桥村一桥之隔的双河村

养牛户苏相才给我留下了很深印

象，他和老伴养了14头牛。他说：

“我现在知足，光养牛一年就收入

五六万。”他目光里有深深期待和

美好希望。

这三个乡村，是全国美丽乡村

的缩影。这是我们美丽的乡村，这

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陈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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