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饭后，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活动，一

脚跨出宾馆楼门时，抬头一看，不觉怔住

了，一轮月亮搁在对面的那栋楼顶上。

确实是搁在楼顶的，不是悬在空中

的。

这是长春冬天的月亮，我平生第一次

看见。刚刚过去的白天，确实是晴空万

里，玉宇澄清，而今天又是农历十七。十

五的月亮十六圆，十七的月亮还不算扁。

所有的客观因素都是生成一轮明月的条

件，可是，这么大，这么圆，这么白亮，距离

又这么切近，这样的月亮似乎只会出现在

梦幻中。

我决定独自赏月。

人生地不熟，无人可约，何妨邀明月

为伴。这家宾馆建筑古朴低调，周围空地

辽阔，草木浩荡，一座座小土丘，在夜幕月

影下，深幽静谧，而一条条林中小道，时断

时续，尽显曲径通幽之雅意。天上一月，

林中一人，凡尘在远处扰攘，近处只有人

影与树影共徘徊。

虽说立春已过，而此地毕竟是长春。

积雪覆盖着林下衰草，月光渗透入林，月

光与雪光相映，夜影与树影重叠。有风，

些微的风，些微的风依然是寒风。风源似

乎藏在林中积雪里，风从脚下渗出，迅疾

侵入体内，在房间积存的温暖，瞬间被驱

逐殆尽，而我渴望的正是这种沁脾醒神的

清冽。

这样的月亮真是少见。我生怕看错

了，在空地上，转着圈儿，从各个方位抬头

观看，确实是月亮，挂在长春的夜空中。

林地足够脚步的丈量，空间足够思绪的张

扬，林木混杂缭乱，高大者顶天立地，弱小

者纵横倒伏，一如概念中的丛林世界。

我试着从树下小径，步入林木深

处。有些路段的积雪被清除了，有些路

段的积雪仍覆盖路面，有些路段的积雪

化为冰，走在上面，得用心掌握脚底踩地

时的幅度和力度，双手不能插入兜里，要

让双臂担负翅膀功能，随时要帮助调整

身体平衡。双手呢，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万一滑倒，要勇于牺牲自己，保护身体的

其他部位。

任何事情都有从陌生到熟悉的渐进

过程，在雪地上行走也一样。事实上，在

童年的冬天，每天上学放学四十里路程，

都是一尺宽的羊肠小道。穿着单薄的旧

布鞋，双脚生满冻疮，从未妨碍我在积雪

覆盖的山路上来回奔跑，偶尔滑倒，顺势

可以溜出很远。后来，生活环境变了，在

雪地上行走的“功夫”也就慢慢退化了。

望不见边际的林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生怕迷路，唯一可靠的路标是大地上任何

堪称高大的事物都遮蔽不了的月亮。每

走出一段，我都要寻找月亮所在的方位。

一棵高大的长白松矗立在路边，我想起了

童年时代的躲猫猫游戏。我隐身树后，月

亮被完全遮挡，我想，我也被长白松完全

遮挡了，月亮也看不到我。我依偎着长白

松，从树左探出左眼，月亮尽在我的左眼

中，但月亮未必会看得见我，我又从树右

探出右眼，月亮尽在我的右眼中，但月亮

未必会看得见我。童年时，在一个明月之

夜，我登高望远，浩大山川尽收眼底，不知

因为什么，忽然撬动了一个孩子的某根神

经，我想，人的眼睛这么小，为什么能装进

这么大的天地？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至今

我也没有真正懂得因为什么。

离开长白松，我躲在一棵只有胳膊粗

细的白桦背后，将两只眼睛对准树干，向

月亮望去，很奇怪，两只眼睛的视线都没

有被遮挡，进入目光的却只有半边残月，

只有用树干堵死一只眼睛，单独用另一只

眼睛看出去，才可看见完整的月亮。当我

从一棵与我眼睛高低完全等同的树杈望

出去，树杈像童年时自己打造的弹弓，而

月亮像是弹弓射出去的石子。

林中有一大片空地，积雪皑皑，在月

光映照下，像是一块干净无尘的电影银

幕。白天，参观了长影旧址博物馆，许多

看过的电影，许多熟悉的银幕形象，尽管

后来都知道出自长影，但当真正置身于这

样一个电影圣地后，还是无法平复内心的

激动。

童年时，看过的电影不算少，但大

多都是重复观看，而且几乎没有完整看

过一部，大多观看的都是电影的后半

部，或者结局部分。冬季农闲时节，县

里放映队给各村轮流放电影，我们村相

对偏僻，信息不够通畅，得知今晚在某

村放电影，放学后，我与伙伴奔跑十里

山路回家，匆忙吃完晚饭，干完一些家

务活，又呼朋引伴，朝着据说有电影的

那个村庄跑去。到了那个村庄，没有电

影，又说在另一个村庄，又一路奔跑赶

去。就算是误传，也没有人沮丧抱怨，

没有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说法。

去时兴致勃勃，返回时同样兴高采烈，

在雪地上打打闹闹，回家时往往到了后

半夜。月光照射在积雪的原野上，大地

上空茫无尽。第二天，每当有人问起昨

夜看的是什么电影，我们的统一回答都

是：月亮照白墙。也有找着电影放映场

地的时候，最幸运的，一般都到了电影

的后半部，运气差的，则赶上电影结

束。我看过多次《平原游击队》，看到的

情节大多都是，李向阳给手枪里压上了

那颗子弹，松井举起屠刀做最后的挣

扎。而这部电影正是长影出品，今天白

天，在这部电影的“出生地”，我再次温

习了那些熟悉的银幕形象。

今夜，长春的月亮照射在林中雪地

上，月光，雪光，银幕之光，在我的眼前交

相辉映。

明月照长春
□马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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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稍有空闲，农安县巴吉

垒镇的一些农民诗歌爱好者就聚

在一起，吟诗写作，用诗歌表达农

民朴素的情感，用诗歌歌颂身边的美好。

曾经，我专程探访了农安县巴吉垒镇南洼子村，参与

了一次小型诗歌创作分享会。几名当地农民诗歌爱好者

以“贺新春”为题，手拿诗稿围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忙

着为新春佳节创作诗歌作品。

“玉米成堆增富色，牛羊满圈秀成栏；贫穷远去乡村

美，致富振兴道路宽……”一首《庆新年》朗诵过后，大家

兴致勃勃地交流开来。“这首诗的意境很好，但有些字词

还可以推敲，斟酌一下会更具诗意。”有的从创作技巧说

起，有的从诗作意境讲起，没一会儿工夫就写下了10首

讴歌乡村生活的诗作。

“像这样的诗歌交流会，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几十场。”

作为本场交流会的主持，有着近20年创作经验的李清泉

告诉我，农民诗歌爱好者们在一起“碰撞”，激发创作灵

感，庄稼丰收、移风易俗、农村环境……围绕主题思考，期

待写出一首首反映乡村新风貌的好诗。

拿起锄头，耕田种地；放下锄头，吟诗作赋。在巴吉

垒镇，人们早已习惯了像这样用诗歌言情写景、交朋会

友。往往三五个农民诗人相约而聚。虽不似古人那般曲

水流觞，但一人一句，对酒当歌，也总会合作完成一首首

“田园佳作”。“也许我们的诗歌并不太规范，但创作的灵

感和激情都是来自现实生活。我们的创作都是有感而

发，是最真实而又真诚的表达与抒怀。”巴吉垒镇农民诗

人们热情又自信地诉说着自己的创作理念。

这里的农民怎么会如此热衷诗歌创作？这不得不

说是得益于“巴吉垒诗乡”浓厚的创作氛围与爱诗情结

的传承。

巴吉垒镇坐落在吉林省中部，位于曾素有“黄龙府”

之称的农安县内。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诗歌的沃土，

20世纪60年代，巴吉垒镇被文化部命名为“诗乡”。

从1958年至今，巴吉垒镇共完成诗歌创作超过15万

首，出版了《巴吉垒新歌》《田野放歌》《魂梦系黑土地》等

近20册诗集。全镇4000余名诗歌爱好者播文明、育新

风，这些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文字，为乡村文化振兴

赋能，为吉林黑土沃野生花，也成了中国乡村变迁的一面

镜子。

“今年粮食堆成山，我站山头入云端。撕块云彩擦擦

汗，凑近太阳点袋烟。”极具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

农民诗歌，展现了农安大地的社会变革、文明进步和人们

豪放、乐观、无畏的精神风貌。

“地里的庄稼不停长，我的诗就会一直写！”他们中

间，李立国是镇里出了名的“创作能手”，十多年来他加入

诗社，多次参加诗歌培训班，用一双干农活的手写出了数

百首诗歌。交流会上李立国兴之所至，写下了“红梅绽放

千家美，白鹤翱翔百业兴”的诗句。他说“种地是我的主

业，养牛是我的副业，而诗是一种生活方式。”

黑土种粮笔种诗，这就是当地农民诗歌文化和精神

生活的真实写照。高产的庄稼成了诗行，特色的产业写

满诗意，富饶的乡村美出诗境……在广阔的田野间，他们

在“诗乡”的荣誉下，把群众性诗歌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充满诗意。

与农民诗人

共话“诗乡”
□马 璐

秋日的夕阳坠入地平线的时候，西天

燃烧的云霞，轻轻落在延吉市布尔哈通河

的河面上。河面上倒映着婀娜的垂柳、高

耸的楼宇。延吉景观大桥仙鹤翅膀的造

型，也在鎏金的河面上起舞飞翔。于我来

说，此时此刻的瑰丽，延伸着我的思绪，河

畔流光溢彩，清晰地映现着记忆里的美

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杨柳绿两

岸。”布尔哈通河像一条玉带穿城而过，把

小城一分为二，划分成河南河北两大区

域，这城中的河，宛如害羞的少女躺在小

城的怀抱，波光潋滟中，小城更加秀气、灵

动。走在诗情画意的河边慢行甬道，赏读

眼前的秀水，遥望对面的远山，心中涌起

浮生偷得片刻悠闲的惬意。

“布尔哈通”是一句满语，意为“柳树

丛生的地方”。可以想象，从前的布尔哈

通河两岸长满了茂密的柳树。特别是北

岸白山大厦一带，一盏盏橘黄的路灯照在

并不宽敞的大坝上，树影中就是一对对亲

密的恋人。由此，这段大坝曾经被称作

“情人堤”，水与堤岸，人与自然，就是这样

不加修饰地亲密着。

布尔哈通河河面不是很宽，河水清清

亮亮，垂柳袅娜有致。这条河流源出哈尔

巴岭，向东注入图们江，全长242公里。

你看啊，沿岸的绿柳，就像给布尔哈通河

围着一条条绿色的丝巾，有风吹起来，柳

枝甚是飘逸。几座拦水大坝，使得布尔哈

通河河水浩荡，风止时水平如镜，犹如情

人的眼波，闪着迷幻的波光；风起时，微微

荡起褶皱的浪花，起伏着，像是美丽少女

的裙摆。良好的生态，已经成为延吉人民

幸福生活的靓丽底色。

这条“河道”曾是我常常驻足的地

方。30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住

在北岸距布尔哈通河不远的延吉百货大

楼附近，工作的延吉晚报社在南岸的原延

边艺术剧场内。我上下班要经过布尔哈

通河上的延吉大桥（时称河南桥）。从小

区出门，走上十几分钟就是布尔哈通河。

每天经过这里，放慢脚步，观水赏柳，排遣

思乡的孤独与寂寞。

那时，布尔哈通河两岸除了绿柳，再

无其他风景了。布尔哈通河以东基本就

是个垃圾场，堤坝塌陷，四处杂草，河畔北

岸仅有的一座青年湖还算得上“高大上”，

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流连在风情万种

的柳荫下，徜徉在幽静的湖边古色古香的

长廊里。看孩子们荡舟，观老人垂钓，坐

在湖边幽静的一角，看湖水中的游鱼在水

中嬉戏。

不知不觉中，青年湖几经变迁，已经

是一处功能齐全的文化娱乐广场，大型水

景喷泉和多个小游园，像是一座小型的口

袋公园，留住了在此休闲及各地游人匆匆

的步履。

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开放的东风不

仅吹红了花朵的笑脸，也吹绿了河畔，布

尔哈通河两岸逐渐变了样。两岸绿树掩

映，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当

年窄小的“情人堤”，已是宽敞的滨河大

道。南岸依河而建的一条带状的滨河公

园，以独特的文化气息渗透于自然生态，

人们在此休闲娱乐，成为延边地区独具魅

力的滨水新景观。

布尔哈通河畔的美丽、幽静，延吉小

城的风情以及和谐的气息，安抚了一颗漂

泊的心，让我沉醉于此。当我融入了这座

小城，习惯了这里的日常，我发现，在我心

中，他乡已是故乡。

经常光顾的布尔哈通河，有着厚重的

历史书写，在金代被称为星星水。她从哈

尔巴岭潺潺而来的时候，就带着两岸的山

水风光、风土人情、灿烂文化和悲壮的历

史。先民们在布尔哈通河两岸留下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它的点点滴滴为我串

联起延吉小城的过去与现在。赏读她，展

望她，更惊喜她的日新月异。延吉市把

“水文章”做得十足，“生态牌”打造出了一

个延边的“小三峡”，延吉小城成为时尚的

代言。走在街上，随便问一问，都会有人

自豪地告诉你：“延吉，是家人满意的宜居

城，众人喜欢的旅游城。”

我最喜欢夏日或初秋，到布尔哈通河

亲水平台前，远眺夕阳。那个遥望夕阳的

人，内心会升起一种无法掩饰的渴望。尤

其是在等待夜幕降临，欣赏音乐喷泉的时

刻，放慢脚步，放慢时光，平静地梳理自己

的心绪，任目光随河水流向远方。待感同

身受地和游人一起惊呼的瞬间，两千多支

音乐喷泉的喷头和八千多支彩灯随二十

多台摇摆机喷出108米高度的水舞，每种

水舞，变幻多姿，美轮美奂，延吉民族特色

一一显现，延吉人把追逐的梦想放飞在

“擎天玉柱”“天女散花”“向心飞舞”等异

彩纷呈的喷水造型中，水的魅力，富有灵

性的水的变化，水的形美与内涵充分体

现。此刻，感知生活的本真和“水”的乐

趣，真的可以忘却人间烦恼无数。

谢灵运有诗云：山水含清晖，清晖能

娱人。有了好生态，自然就有好心态。四

月的一天，与文友漫步在布尔哈通河彩虹

桥至天池大桥段，惊喜地见到第一次飞来

的白天鹅在悠闲觅食，白天鹅和野鸭，构

成了一幅天然的优美生态画卷。

布尔哈通河上一座又一座气派的

桥也令人钟爱，除作为延吉市地标的延

吉景观大桥外，新东桥、延东桥、延西

桥、天池大桥、惠民桥、新民桥矗立在布

尔哈通河上，已经成为延吉靓丽的“城

市会客厅”。

那天，随采访团游览布尔哈通河上的

桥。当远远地望见气派的天池大桥时，正

值夕阳西下，一对大大的“n”字形框架，由

几十根钢丝把天池大桥高高吊起，“n”字

形倒影落在粉红色的水面上，形成一朵金

达莱花，落在水中的晚霞沉醉迷人……

当一行人回到水滨之处的高楼，居高

临下继续赏读布尔哈通河的夜色，山水文

化小城的风采一览无余。两岸闪烁的霓

虹，造型各异的民族风情景观撩拨着大家

的眼眸。远望那一座座桥，闪烁的灯光把

她们变成了童话里的“仙人桥”，波光水

映，异彩纷呈。

一位久居他乡的朋友曾对我说：“看

延吉大变化，走一走布尔哈通河，逛一逛

布尔哈通河夜景，你就明白了‘羡慕’这

两字的含义。啊，我真想把美丽的夜晚留

在浪漫的布尔哈通河边。”

谁说不是呢，若是把这里比作“小香

港”“夜上海”也不为过啊。而这种浪漫的

景象，早已是延吉的一种生活日常。布尔

哈通河，不仅仅是一种绿色的景观之路，

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人们精神富足，生

活丰裕，幸福与和谐，也构成了别人眼中

的风景。

河畔上的滨河路不断向东西延伸，俨

然一条“绿色长廊”，与街区相衔接，无论

是上班下班，还是休闲漫步，布尔哈通河

上的滨河路已经是一条通向机场、高铁

站、高速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它把延吉人

的风采和对未来的期望，顺着滨河大道传

向四面八方。

触摸时光的肌理，延吉人民精心呵护

着、建设着这条绿色的河，使得布尔哈通

河一次次翻开新的篇章，人水相亲，生态

和谐，布尔哈通河奇迹般地嬗变为国家

5A级水利风景区。居者心怡，来者心悦，

布尔哈通河的变迁，也恰恰是延吉走向文

明、走向富裕的最好写照。

杨柳青青水岸新
□周延辉

一桌一椅一讲台
就是您的一生
山沟沟里的教书匠
就是您的名
您用一腔心血和午夜的油灯
燃成了
春的生机夏的热烈
秋的金色和冬的欢歌
把颗颗种子
悟成了满天星

如今
蛟龙入海，嫦娥飞天
您仍在深山
把笑容洒入了晚霞
期待并叮嘱一份遥远

您，没过过教师节
可您，居住的深山
每年的九月都挤满了鲜花

我
的
老
师

□
张
立
辉

金东镇金东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