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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国道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这是一条横跨祖国北疆的公路，同时是一条边境公路，全长

达9333公里，经过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6个省

区，这其中涵盖了中国最北端和最东端的极点。

吉林省的临江市位于中朝边境，331国道就在这里贯穿而

过。临江境内的这段国道，是一条让人流连忘返的风光带。一

路上都是鸭绿江的美景，它随着鸭绿江千迂百回，每一个路段，

每一个转弯，都是一幅风景画，在春夏秋冬变幻着不同的色彩

——春天葱绿，夏日蔚蓝，秋天橙红，冬日银白。

这里是生态的天堂，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鸭绿江水清澈

见底，水中鱼类的数量和种类繁多，初步统计就有30多种。不

仅盛产鲤鱼、草鱼、鲢鱼、鲶鱼、鲫鱼等普通淡水鱼，更有鳌花、重

唇、细鳞等名贵鱼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鸭绿江畔的

人们早就做起了鱼的文章，有很多村民以打鱼为生，形成了独特

的渔文化和饮食文化。

最典型的如苇沙河镇，这里是云峰库区，江面宽阔，游人来

此可以领略到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景色，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

乡。但在过去，这里交通不便，出山的路是陡峭的山路，渔民们

打的鱼多了，不能及时运出去就会腐烂变质。现在有了331国

道，再也不用走过去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了，临江边境地区的发展

也走上了快速路。交通便利了，渔民打鱼可以及时运到外地去

卖，苇沙河的鱼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品牌，同时吸引了外地的游

客到这里看美景，品美食。

苇沙河最有名的是全鱼宴，用各种各样的鸭绿江鱼做成丰

盛的宴席，听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什么清炖鱼头、炸小江鱼、

白鳔豆角、鲫鱼炖茄子、炝拌鱼皮，还可用胖头鱼来拔丝，甚至鱼

鳞都可以做一道菜……让人一吃难忘，回味无穷。

渔文化是我国农业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临江，渔文化的发扬当然不止于此，除了全鱼宴，有的人

还用鱼骨作画，用白生生的鱼骨鱼鳞等粘贴成各种图案，再装裱

起来，自然拙朴，栩栩如生，很受游客们的欢迎。

鸭绿江上的鸟类也很多，野鸭、秋沙鸭等各种水鸟随处可

见，有的季节还能看到大雁、天鹅等众多候鸟在这里栖息。

临江有个“小江南”的别号，因为鸭绿江流入黄海，鸭绿江沿

岸也有一些海洋气候特征，温暖湿润，临江市的节气要比周边早

半个多月，因此这里种植的蔬菜、水果、粮食特别好吃，尤其是沿

江一带的草莓、桃、李、西瓜，酸甜适口，远近闻名。

临江市内的边境村，依托自然条件，发挥各自的优势，近年

来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白马浪村主要种植的五味子和蓝莓，相

比传统种植，村民收入可以提高10—20倍。望江村以种植葡萄

和桃李为主，包括反季蔬菜水果的种植，使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

提高。在坡口村，乡村旅游开展得红红火火，冬季可以到这里来

滑雪，夏季可以到这里体验鲜果采摘，品尝农家菜。六道沟村还

有一处百亩荷花湾景区，仿佛把江南的风景搬到了这里……

伴着花香一路行来，游人与无数个景点不期而遇。

这条公路也是一条红色之路，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和陈云

故居就在这条路上。七十多年前，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这里指挥了四保临江战役，经过108天的浴血奋战，先后4

次打退了国民党10万军队的大规模进犯，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

的伟大胜利。

临江城区的江心岛公园让人流连忘返，经典电影《五朵金

花》曾在这里取景。公园里秀木葱茏，花香四溢，到此可游玩、可

打卡、可健身、可漂流、可发呆，夏日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伴着

静静流淌的鸭绿江，还有江上的游船和彼岸的异

国风光，江涛声中，时光一点点地慢下来……

还有松岭雪村、长川古渡、老秃顶子、岭上枫

林、珍珠门、溪谷……恰如一颗颗长在深山人未识

的珍珠。

331国道，就像一条项链，穿起这一颗颗珍

珠，在祖国北疆广袤的大地上，闪着璀璨的光芒。

331331 国道上的珍珠国道上的珍珠
□董知远

331国道像从马良笔下出走的

神奇纽带，蛰伏在鸭绿江身侧，横

贯东西。一路穿山越岭，将沿线景

区景点、特色村落、遗址遗迹连通

起来，形成独特的生态链条。驻留在此线路上的城

市、乡村、驿站、基地等等，像一颗颗珍贵的宝石，点

缀其间，形成上下联动，相互依托的互存关系。白马

浪村的五味子基地就是这条生态链上一处点睛之

笔。此时，正值五味子花盛开之际，漫山遍野清香弥

漫，过路之人无不迷醉在它清雅芳香的气韵里。

在白马浪，这个被时光温柔以待的村落，我仿

佛真的拥有过一只陶罐，它不凡的使命是盛装星辰，

即使这仅是我臆想中的一抹浪漫。白马浪，这个名

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诗意，栖落于临江市苇沙河镇西

15公里处，是五味子的秘境，也是心灵的避风港。

这里，每一寸土地都编织着绿色的梦境。而我，作为

这场梦的旁观者与参与者，试图以细腻温婉的笔触，

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将它们凝聚成永恒。

步入白马浪，就像是踏入了一个被自然神明精心

布置的迷宫，空气中弥漫着五味子花的香气，那是种能

穿透尘世烦恼，直抵心灵深处的芬芳。这香气，不似城

市中的香水那般刻意雕琢，它是纯粹的、野生的，带着

几分羞涩与倔强，隐匿在层层叠叠的绿意之中，仿佛是

大地对天空最深情的低语。

五味子花，好像淡黄色的小精

灵，它们不事张扬，却以一种近乎

顽皮的方式，躲在绿叶的掩护下，

星星点点，仿佛夜空中遗落于此的

繁星，静静等待着有心人的发现。

当微风吹过，缕缕清香便巧妙地从

绿叶覆盖下溜出，它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向着每

一个角落播撒着属于白马浪的讯息。这讯息，对于

那些长途跋涉的旅人来说，不仅仅是花香那么简单，

它是灵魂的慰藉，是对疲惫心灵的一次温柔拥抱。

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成为一名

盗取花香的女子，不是为了占有，而是渴望将这份

纯净与美好分享给更多人。想象着用那只或许只

存在于幻想中的陶罐，小心翼翼地收集这些香气，

连同那份属于白马浪独有的宁静气质一同带走。

我想，这样的香气，定能治愈都市人无处安放的失

眠与焦虑，能缓解那一份因远离故土而日益浓厚的

乡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罐花香，它是白马浪的

灵魂，是大自然最真挚的馈赠。

漫步在这片被绿色梦想覆盖的土地上，每一步

都踏出了生活的诗意。山坡上的绿浪翻滚，是大地

的呼吸，也是时光的轻抚。远处，有村民在辛勤耕

作，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拉长，与这片土地紧密相

连，形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关于坚持与希望的故事。

白马浪，这个被五味子花香包围的小村庄，是

一片充满故事与温情的土地。在这里，每一次呼吸

都仿佛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对话，每一次停留都是

对生命美好的致敬。于是，我决定让这份体验不仅

仅停留于文字之间，而是让它成为心中永不消散的

记忆。或许未来的某个夜晚，当我再次打开那只想

象中的陶罐，那股来自白马浪的花香会再次弥漫，

引领我在331国道上徜徉，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被

绿色梦境包裹的地方，那里有神秘的暗示，还有无

数追寻美好事物的人们，共同编织着关于生活、关

于自然、关于乡愁的最动人的篇章。

331国道采风：

在白马浪，
受困于一场花香

□胡 燕

长白山下，参乡抚松，既有松江河水，又有松江河镇。

许多人会问，松江河到底是江还是河？答案是，它原名松

香河！

《长白山江岗志略》对松江河的记载是：“沿河两岸产大字

香，较他处特多。”

可以想象一下：大字杜鹃（大字香）繁花似锦、流光溢彩，岸

上风吹香沁，水中倒影婆娑，共同组成花的世界……

移民日多，以讹传讹，松香河被叫成了松江河。

在抚松土生土长的我，直到阅读《抚松县地名志》才知道，

民间俗称的“北江”就是松江河。

抚松老县城抚松镇原名甸子街，四面环山，三面绕水，被西

江和北江拥在怀里。

对北江（松江河），我最初的印象是建有北江电站，有一座

约1.5米宽的铁架人行桥通往北山。

后来我才知道，松江河是抚松的一条重要内河，是抚松的

母亲河，更是一条生命之河。

早年间，松江河就被收入了“抚松十景”，从柳城春晓、长堤

垂钓可以看出它的美丽富饶。

《抚松县志》（1935年）记载的重要景点中，长白山之后是猴

石。猴石，为什么从来没见到、没听说？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

它已沉入松江河发电厂库区。从图片看，猴石很美，栩栩如生。

抚松是中国人参之乡，人参产区主要在“三岗”——东岗、

北岗、西岗。

这里的“岗”，抚松人发音为去声，而不是通常的上声。上

声的“岗”多解释为山岭，而抚松人的去声“岗”实则是高原。在

抚松“三岗”，皆可远眺长白山。

东岗与北岗中间，流淌着松江河。

东岗镇位于松江河中游左岸，周边密布老参地遗址。上世纪80年代，人参文化学者

选取一块老参地，放倒一棵老榆树，经查年轮推算出抚松栽培人参历史长达450多年。

抚松县第一国营参场地处东岗镇，中国第一家人参主题博物馆曾在那里建成。国家

领导人在考察时，远眺雪山、俯瞰参园，发出了“林海参乡，名不虚传”的慨叹。

世界人参看吉林，吉林人参看万良。万良河是松江河的一条支流，万良长白山人参市

场就位于万良河畔。这里是亚洲最大的人参集散地，也是人参交易的“晴雨表”“风向标”。

如今，在松江河左岸即东岗的广阔区域内，设立了长白山野山参自然保护区，中国人

参优质种源得以保护和繁衍。

中华秋沙鸭是中国特有鸟类、世界濒危物种，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也被视为“水域环

境的生态试纸”。在松江河中游和下游，这些美丽的鸟儿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受到喜爱、

得到保护。

此外，普通秋沙鸭、绿头鸭、斑嘴鸭、琵嘴鸭、赤麻鸭、绿翅鸭、鸬鹚、苍鹭、白骨顶、䴙

䴘、白鹡鸰与褐河乌等，与中华秋沙鸭翔集觅食，共同组成了鸟类王国，体现了生物多样性

之美。

向阳河先入万良河，后归松江河。100多年前，向阳河以盛产黄金、粮食闻名，因此有

“先有向阳，后有万良”的说法。

如今，依托潮湿的气候、纯净的空气、肥沃的土壤和温暖的阳光，河谷里的三个村栽培

出优质的灵芝，“灵芝谷”成为万良镇的特产新地标。

大字香、马口鱼、矿泉水、人参、中华秋沙鸭、灵芝，这些仅是代表，松江河孕育的物种

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松江河河道切割深、坡降大、石岸高、水流急，是“铁底铜帮松花江”的典型代表。如

今，它已成为一条能量之河。

在冰雪旅游浪潮中，松江河两岸热“雪”沸腾、齐头“冰”进，万达长白山滑雪，小山电站

库区雾凇，四季村冬捕，抚松镇滑雪，满足了不同群体的休闲需求。

溯流而上，寻根觅源。

东北抗联艰苦卓绝，在抚松大地留下了慷慨悲歌。一军二师与二军四师、六师在这里

南征北战，王德泰、李学忠、苏剑飞等英烈以战斗的身姿长眠于斯。

松江河把吊打屯环绕成半岛，地理位置可守可退。在周边原始森林里我们找到了很

多密营遗址，在村民口中听到了抗联巧用黄泥做缸腌酸菜的故事。

吊打屯的对岸是北岗镇大顶子村，向东约3公里即为“老五团”遗址。根据《抚松县

志·军事篇》关于抗联密营的记载，那里很可能是二军教导团的黄泥河子密营。遗址至今

残留着半人高的泥墙，分成三进，极具开发价值。

在腰营村西南约10公里处，我们发现了石砌墙壁、火炕石板，还有菜窖。在双龙村前

营屯，当地长者讲述那里曾是杨靖宇军部驻地。

所有的密营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且多位于悬崖顶部隐秘处，环境艰苦难以想象。

在踏查的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被抗联将士感动，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松江河发源于长白山白云峰，全长134公里，流经7个乡镇，面积1935平方公里。岚，

也是它近年来的新景观，布满河道、如纱似绸，让山峦田野变得朦胧空灵。

岚起松江河，还有太多故事应该发掘，还有太多梦想可以书写。

岚
起
松
江
河

□
王
博
凡

1
在向海，我可以穿越远古的镜像

看到辽阔，就像身体里长满无数双眼睛

在10.67万公顷里，那黑色的泥土滋养的

枝枝叶叶已翻山越岭。我知道丹顶鹤与她羽翅展开

或腾飞一种古典的展卷。

那时，吉林西部的神韵，让整个夏天都动了凡心

即使浅浅的斜过无迹的流云也想照照镜子

那千姿百态的黄榆，摇曳生姿的芦苇，让诗意

在湖水中荡漾成一种记忆。而我愿意为你

重新写下这些：写下一百种鸟鸣、写下一百种展翅

写下一百种目光。让这些与我一起醒来，一起生长

2
这里的哪一朵花是诗经的，哪一瓣是童话的

是不是从未有一滴血能够把你染红

是不是从未有一种惊讶。那些执念的痛愈加茂盛

多像此刻向海的天空与湿地的辽阔。现在

要怎样把一生璀璨转化为，不能言说的深情在悬崖上

在风反复酝酿的修辞中

一种翱翔。或许，此刻

更适合听维瓦尔第。或许，这些都成为了

幸福、生态、安康、浪漫的喻体

所有的光影在诗意的陈述进入高潮

恍若浸润的禅意又伸进我被掏空的赞美

3
听那些蓬勃的鸟鸣，听得想和它们一样

更想从甜蜜的芦苇荡里发出悠远的回声

那充满惯性的甜蜜，在光阴里陶醉

迎合空中的飞鸟，周遭的野花

和一坞倾覆的绿荫，一起弹奏一场风雨

穿越天空之镜。那些风雨会立一把竖琴

牵挂天地，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凝视

如同两个人，面对面安静地坐着

而如此安静，却磨损着一切可能与不能

我们会坐到很晚，那时向海湖

将所有的星星拥入怀中

4
雨水将树叶打得烁亮，不。那是一缕阳光下面的

两只蝴蝶，三只蜜蜂，四只野鸭，一群丹顶鹤

把自己变成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一枚静谧的音符

这个被微雨润泽的时刻。我目睹了一朵朵花舒展花瓣

现在，我把盛放春天胞衣的瓦钵抛入生生不息的湖水

你说，此时的你我一样浑身散发着光芒

那是太阳的恩泽折射在万物之上。或是

在一轮弯月挂在头顶，与萤火虫一起闪烁

就会看见故乡的稻子，正从喜悦的大地中

盛满了人间烟火，活出黑土大地的乡愁……

向海的镜像物语
□杜 波

鱼之于我，本就两不

相干的。尤其之于我的

味蕾，之于2020年以前。

一是自幼生活环境

使然，它在江河湖海长

大，而我生长于科尔沁草

原之侧，一个因风沙与盐

碱地而盛名的小村庄义

洲海村，尽管名字里也有

海，但它与海的关系比我

与鱼的关系还要不相干

过十万八千里，也许上亿

年前曾经是过海，但早与

我失之交臂。因此儿时

就没有与鱼相交相忆的

机会。

再就应是生活条件

使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农村食材皆是自产，

也多是应季蔬食。自家

也养猪鸡，但猪是用来卖

的，鸡是用来生蛋的，都

不是用来吃的。自己养

的都不能入口，去买条来

自千百里以外的鱼来炖

更是想都没想过。从小

学课本上认识到有鱼这

种生物，应该算是打开了

我的眼界，但也只是打开

了眼界，却与味蕾没半点

关系。

尽管后来生活条件好转，物质食材渐渐丰富，

鸡、鸭、猪、牛、羊等各种肉品，大快朵颐已是经常，

但鱼的肉少刺多，总觉得吃起来麻烦，且市场所售

多为养殖，口味一般，实在没有引起味蕾的兴致。

人间匆匆，不觉50载倏忽而过，鱼仍属于它的

江河，我的味蕾还停留于我的义洲海。2020年疫

情时的一天，小区一个购物群里，说有净月潭的鱼

可买，一份2条，一条4斤以上的白鲢，另一条未

定，70元一份。于是毫不犹豫地下单，将与鱼之间

50年的陌生感顿时抛之脑后，随之而来是脑前庭

的鱼香萦绕，情真意切。

刮鳞，除鳃，起锅，烧油……终于，以我拙劣的

厨艺，以最简单的调料，为家人炖出了一锅白鲢

鱼，上桌那一刻，肉白，味香，汤浓，附有热气微熏，

不由得引颈细嗅，香味自是润了神，夹一块肉入

口，肉丝绵软。那嫩，先迎了齿，抚了腮；那鲜，便

入了喉，味蕾承接着入了脑，而遍了全身……沉寂

了50年的对鱼的味蕾就此打开。

也曾吃过查干湖的鱼，吃过松花湖的鱼，甚至

去西湖吃过西湖的醋鱼，却只有吃净月潭的鱼来得

这般深刻，这般沁人心脾，滋味绵长。我的美味就

来自于我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净月潭。

从此，净月潭的鱼在我的餐桌再没有断过，

从春河初开，到冬冰再来，只要净月潭有鱼来卖，

隔三岔五，我的味蕾总会提醒我与之相叙，百吃

不厌。

其实，净月潭的鱼之所以好吃自有它的原

因。净月潭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8000公顷

林木多为松树，松树的松针、松果、松花粉，全身

上下都是宝，各种营养元素非常丰富，它滋养的这

一方潭水营养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而生活在其

中的鱼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于是鱼的鲜美也就

可想而知了。留给那些大江大河鱼的，就只有艳

羡的份了。

如今，我只爱净月潭的鱼。

净
月
潭
的
鱼

□
郭
筑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