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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城子”，一直是我记忆里的一个名

字。

我的老家，位于长春近郊的一个乡镇，儿

时总听奶奶说要去“宽城子”访亲，可“宽城子”

是哪里呢？去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宽城区工

作，空闲时便经常四处走走，看到了人潮涌动的长

春站、韵味古色的伪满皇宫，走过了文脉悠远的万

寿寺、历经沧桑的二道沟邮局。但是这些还不足以

讲述“宽城子”的过往。为了读懂这个名字，我花了

更多的工夫去探寻。

一次工作机缘，我下沉到宽城区“小城子”。村里

的老人告诉我，这里是最早的“宽城子”，每年的春耕秋

收之际，还能见到零星的青砖、布纹瓦和陶器残片。于

是，我翻遍史书。一位名叫李建才的史学家根据“小城

子”的形貌和位置推断，古“宽城子”正是当今的“小城

子”。这座隐藏在耕地下的长方形城池残垣，正是史家所

说的“辽金遗珠”。果如此，“宽城子”的历史，应该比长春厅

要早得多了。

可是，“宽城子”的名称为何后来又到了南关呢？于是，

我又走进了长春博物馆。从历史图片和讲解者讲述中得知，

清军入关后，以“柳条边”分治满蒙。后来，“关东”弛禁，流民

北上。为统治管理流入这片属于蒙古游牧区域的汉民，清嘉

庆五年（1800）决定设立长春厅。起初设在新立城，后来长春厅

衙署北迁至“宽城子”。那时的“宽城子”地处当下南关区和宽

城区交界的一片区域内，只是个连城墙都没有的“聚落”，后来

城内富户为抗击土匪袭扰，捐建城池。至于为什么叫“宽城

子”？源于中国历史上经常采用的办法，借名指地，就连当时的

清朝官员都用“宽城”借指长春。

在博物馆的一张长春老地图上，我看到了“乐亭街”。我们党

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是河北乐亭的吧？想到这，好奇心驱使我深

查究竟，果然，在董宝瑞的《李大钊的生年与身世》一文中，提到李

大钊的爷爷李如珍，“曾在长春、万宝山一带经营过杂货铺”。那个

时候，李如珍老先生是不是在现今的乐亭街一带行走，就只能留待

史家考证了。

春节前的一天，我因感冒到医院就诊，在墙外的牌匾上看到了

“宽城子沙俄火车站旧址”字样。这又是什么？原来，1897年，沙俄

在长春二道沟北汊修建了一座火车站，这就是“宽城子车站”（旧址

位于长春市凯旋路原机车厂院内）。之所以叫“宽城子火车站”，也

是借名指地，借距此不远的长春别名“宽城”，指当时中东铁线上的

这座火车站。

那几天，我一点一点地寻找属于“宽城子”的历史碎片。1924年，张锦春在二道沟邮局（宽城子火

车站东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1926年9月，宽城子铁路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

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支部的重要阵地；1929年春，东省特别区立第十二小学校美术老师苏少权在

教室的北墙上绘制了“还我河山”爱国壁画（现宽城区长盛小学院内）……这些红色的历史不正是那个

黑暗岁月里面的一束束光、一星星火吗？

上个月，我和同事们走进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和长山花园社区，聆听长者的讲述，细看展厅图

文。细听后我才知晓，改革开放后，宽城

区张开怀抱，接纳了那么多三线工厂工

人，承接了那么多分流下岗工人。

今天的宽城区，商贸发展，工业振

兴，交通便捷，生活幸福，人口已逼近70

万，区域位置指尖可搜。历史上的那些

苦难已经幻化生机，正吸引着四面八方

有志者到这里干事创业。

从辽金古城到长春府城，从宽城子

火车站到今天的宽城区，可以说“宽城

子”经历了长春的兴起和屈辱、沦陷和新

生。“宽城子”在哪里？就在我们脚下站

立的这片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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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湖是什么味道？

来过查干湖的人都能说上一二，答

案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初来查干湖的人，肯定张口就说：

“腥！”那就是鱼香，鱼香有九十八种，

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东北的

鱼儿全了，各有各的味道，谁也替不

了谁。能分辨出十种八种的，那就

是老把式，至今尚没听说能辨出二

十种以上的。

查干湖周边村屯，划在国家

级保护区管控之内的有五十多

个，处在最核心的，就是渔场

村、七家子村、后宝勒太、川头

村、小地房子屯、妙音寺村、庙

东村等靠水边的村屯。每一

个村屯都有浓浓的鱼香，别

说渔馆的鱼香，就是家家炖

出的鱼香都不相同。有朋友

问我，谁家的鱼做得香？我

说，就看你喜欢哪种香？是

浓香？淡香？酱香？清

香？还是鲜香？醇香？冷

香？腻香？每家都各有千

秋。上百家的渔馆，谁又

能吃遍？第一是运气，第

二是吃了再说。夏日里

的鱼香可以用弥漫来形

容，那冬日里的鱼香，就

像甩在大街上的鱼钩，那

是一条线，那是一股风，

愿者上钩。

如果说查干湖的味

道只有鱼香，那就真的

算白来了。

在查干湖周边的村屯里，你随便敲开一家

门，想吃一口饭，没有一家会把剩下的冷饭端给

你，至少，会烧把火，把饭菜热一下，这是千百年

留下的民风。这儿的百姓，大多是闯关东的后

人，那一路的艰难，有谁不是讨着吃过来的。我

姥爷总爱说的一句话：“谁背着炕出门。”吃口热

饭后，天黑了，东家会在炕上腾出个地方来，让

你睡上一觉，天亮了再走。实在腾不出地方，东

家的人会去左邻右舍找宿。不是这样，邻居会

说你不厚道。厚道人家，那是儿女脸上的金字

招牌。厚道不厚道，事儿上见。

这就是查干湖的人情味。不管是哪家渔

馆，点上几道菜后，老板总要赠上一两道菜。为

啥？这就是厚道，这就是人情味。假如你到这

里某家做客，菜盘子吃见了底，那是主人家最丢

面子的事儿。管吃管添，那是查干湖的民俗，别

让客人不好意思伸筷子，那是真诚。查干湖的

人情味无处不在，全在事儿上。

假如把查干湖仅仅当成风景，在当下，真的

是浅了。

一座查干湖，半部辽金史。

在查干湖周边，春捺钵遗址有三处：腾字遗

址群、藏字遗址群、地字遗址群。古城有四处：

塔虎城、古城、偏脸子城、小古城。辽金遗址有

十几处。最重要的是七家子村东的辽代钱帛

司，那是造币和发行的地方；还有国家粮库“和

籴仓”。每一处遗址都是一部史书，每一处遗址

都散发着浓浓的历史味道。

查干湖东岸的塔虎城，“塔虎”，蒙古族语

“胖头鱼”之意，因其周围湖泡过去盛产胖头鱼

而得名。城呈方形，方向正南，周长5213米。四

面城墙上各筑有16个马面，城四角各存一角楼

址，平面为圆形，稍浸城内，外凸出城角。古城

东北角为“点将台”，城内有俗称“金銮殿”的大

型建筑遗址。

塔虎城是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遗址，处

于松嫩两江交汇处西侧，地势险要，是辽金时期

兵家必争之地。塔虎城平面是正方形，城墙为

土筑，分层施夯，十分坚固，历经九百余年，风蚀

雨剥，如今大部分城墙还屹立在此。城东嫩江

对岸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出河店。出河店之战是

女真建国前与辽的一次战争。辽天祚帝天庆四

年（1114），女真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同

年十月，攻克宁江州。辽天祚帝命都统萧嗣先、

副都统萧挞不也统兵七千进攻女真，集结于鸭

子河（嫩江）北。11月，阿骨打率三千七百甲士

迎敌。阿骨打趁大风骤起，尘埃蔽天，纵兵进

击，大败辽兵。出河店大捷，使女真军实力更

强，军威更盛，为以后大金国的建立，创造了先

决条件。

查干湖周边的文物古迹，从一万三千年前

的青山头查干淖尔人开始，生生不息地发展到

今天，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惊醒历史，就有机会

和那块出土文物来个古今对话。

查干湖厚重的历史味，是查干湖的底蕴，也

是查干湖生生不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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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到这里，注目对面石

崖峰上鲜红的“抗联”字样，我

都满含敬仰。每一次，都有不

同感受。

一座桥，架在这里，因历史命

名——保中桥，擎起了这片土地

与抗联的故事。雨滴落在桥上，

若似轻抚灰尘；雨滴入花，摇出缕

缕沁香；雨滴入草，给旷野送去安

抚；雨滴入河，溅起透明的浪花。

无声，有声，是这里的起伏，又是这

片神奇土地的风铃。

驻守在这片神奇土地的林业

人王强，同时又是延续抗联桥旅

游事业的守护者，他指着那座承

载历史记忆的桥，向我们述说发生

在这里的故事，还有他与这座桥的

情感。

保中桥位于距敦化市75公里的

敦化林业局保中桥林场。1933 年

初，救国军在东宁受挫，王德林退入

苏联。6月16日，吴义成、周保中率吉

林救国军余部攻下安图县城。不久，

安图失守，吴义成率救国军一部东去，

周保中率一部至大蒲柴河设立留守处，

在富尔河、浪柴河与仁义河的交汇处驻

扎，开始筹划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

装。在斗争中，他组织战士们在富尔河

上修建了一座木制便桥。1959年，敦化

林业局为纪念周保中在此地带领抗联进

行抗日斗争，将桥命名为“保中桥”，该地

为“保中桥林场”。

在这座架在富尔河上的英雄桥旁

边，就是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部和满洲

省委军委驻地，是南满抗日游击的指

挥中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老桥，经历岁

月洗礼，不见了当初模样。

1986年8月，敦化林业局在原址处，

根据保中桥的特点及地理位置，重建了

长约50米、宽6米的钢筋水泥桥，桥面

为水泥板，供人们参观纪念。同年，周

保中将军的爱人王一知及其他同志来

到敦化，特意赴保中桥遗址重寻当年旧

地，缅怀亲人。

王强是保中桥林场职工，生长在这

片土地。47岁的他，几经周折，为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打造敦化地区红

色文化旅游发展基地，他决定与林场职

工一起做深山红色旅游事业。面对大自

然绝佳的深山风景，他多次调研，准备开

启梦想之路。家人及朋友不赞成他的做

法，觉得这是拿钱往水里砸。可他说：红

色旅游事业方兴未艾，这里不仅有历史

文化内涵，还是抗联的战绩地，这样的红

色记忆、抗联精神，不挖掘、不传承，有负

历史。

2008年 9月，立志于弘扬抗联精神

的王强，利用林场废弃机库，带领下岗

职工们，创办了深山红色景区。景区以

传承抗联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

主体。

巍巍青山，悠悠碧水，在这里，有开

国中将曾思玉将军题字的碑石，诠释着

保中桥林场的厚重底蕴。长白林海、富

尔河畔的抗日赞歌，在这里响起。这片

净土，四季气候分明，自然风景秀美，富

尔河水资源丰富，森林生态资源保护完

好，以红色教育为根基，开展多样化的综

合景区旅游，是王强的初心。

芍药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花色丰

富，姿态艳丽，雍容华贵，极具观赏价值，

被誉为“花中丞相”，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

爱。芍药的花语是“美丽动人”“依依不

舍，难舍难分”，寓意情有所钟，是富贵和

美丽的象征。

长春芍药园始建于2009年，位于长春

公园东南部。设计者倾力打造了占地3.7

公顷，栽植面积1.6公顷的芍药园，芍药园

与周边的景观相亲相融，按照不同的几何

图形如扇形、正六边形、长方形、心形等形

状布局。园内栽植着来自山东菏泽的32个

品种，6万余株芍药，包括红、紫、粉、白、黄

以及复色等14个色系。

每年六月初，色彩缤纷的芍药花次第

绽放，色彩缤纷，花团锦簇，绚丽多姿。那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芍药花骨朵儿，有的微

露紫色，像一粒粒浅色的葡萄，有的初绽

粉色，像一颗颗尚未成熟的草莓果。娇羞

的样子像还没出过家门的小女孩儿，怯生

生的，格外惹人怜爱。那些半开的芍药

花，清晨花瓣儿上还带着露珠，好像少女

从睡梦中醒来，正在梳洗化妆。盛开的花

朵就像一个个明艳动人的姑娘，成熟妩

媚，红白黄紫粉，色彩缤纷。花儿们在风

中悠悠摇曳，就好像在翩翩起舞，欢快地

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

芍药花开的季节，当你穿过辽阳街早

市，从东南侧门进入长春公园，走过人行步

道，沿着甬路前行，就会看到一圈用砖和水

泥砌成的巨大的圆形花坛，周围矮墙可供

游人坐下休息。花坛里面生长着20几棵山

丁树，四周是一畦畦芍药花。

设计者独具匠心，花坛里的山丁子树

就像一束巨大的花蕊，周围的芍药花圃就

像一片片花瓣，从而形成了一朵花的形状，

别具特色，给人以美感。

在芍药园里，有一座椭圆形建筑，

这就是“老年幸福之家”。屋里、院子

里，老人们打扑克、下象棋，不时传出阵

阵欢声笑语。建筑四周都是盛开的芍

药花，不时飘来阵阵花香。其中的黄色

芍药花非常珍稀，只有院子前面的玫瑰

花树旁，才生长着几株。花色金黄，独

具魅力！

“老年幸福之家”东侧有一块太湖石，

形状就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小松鼠，蹲坐在

花丛中。建筑的东北侧的花圃旁，还有两

座由园林工人精心培植修剪而成的树屋，

别具一格，富有创意。

在芍药园的西北角，有一块高大的石

碑，上面写着“长春公园芍药园”七个红色

大字。石碑三面被鲜花环绕，这里是人们

拍照的好地方。

芍药园中，处处是风景，处处有花香。

每走一步，每一个转身都是一幅美轮美奂

的绝美画卷。

我是大山的儿子，却生长在水边。

有一首歌是为我家乡写的：身后一座长白

山，门前一条鸭绿江……

父辈们说，小时候我整天长在江边的沙滩

上。没有玩伴，沙滩上只见我一个小小的身影

在忙碌着。或是在沙滩上挖出条条小溪，搞引

水工程；或是去抓沙鳖，或是去捉小鱼。身上脏

了，便跳进水里扎个猛子；累了，就躺在沙滩上

享受一下日光浴，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吃

饭的时候总要妈妈喊几遍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

那片沙滩……

多少年后，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县城集安依

然在水边，正如那首歌中唱的：“江上白鹭飞，往

来打鱼船。”

集安人不但拥有一条大江，还拥有一条大

河。城西，有条河叫通沟河，集安人都叫它西大

河，它时而放声高歌，时而低吟浅唱，当人们分

享着它的快乐还没醒过神来，它已毫无顾忌地

投入了鸭绿江的怀抱。

刚来集安那两年，在西城墙角买了两间白

墙灰瓦的房子住下来。那时日，我家和通沟河

住“隔壁”，只隔着一道城墙，每个夜晚都有涛声

伴我入眠。走出家门十几步下了古城墙的垛

口，伸手便可触摸到亮晶晶的河水，常会让我想

到，这通沟河不正是古时候的天然护城河吗？

夏日，晚饭后，男人们喜欢到西大河游泳，

女人们则来洗衣，孩子们来玩耍、嬉戏。也有人

来垂钓、撒网，你常常会见到挂在网上的鱼儿，

在夕阳下闪动片片鳞光……

有聪明的生意人，在通沟河边开了家烧烤

店，买卖出奇兴隆。人们可以边吃烤肉边看河

中簇拥的浪花，时不时地从水中摸出一瓶凉丝

丝的啤酒……

近几年来，小城的人们晚饭后喜欢健步行

走，沿着西大河垂柳轻拂的堤岸走到江风习习

的鸭绿江边，每晚都和江水河水有个约

会。让你想起“仁者爱山，智者乐水”那句

经典来。

集安城中还有一条条清亮亮的小溪，

布成一片水网。有小溪自然要有小桥，水

和桥边自然会有花树、柳树。人们喜欢

坐在小桥上小憩，喜欢掬一捧亮晶晶的

溪水让它从手指间流下来……

我生长的地方被无数座苍翠欲滴

的大山环抱着，山谷中流出的那一条

条小溪是大山乳汁，是大山的情、大山

的爱，是大山对我们倾心的馈赠！一

股股小溪涌动着拧成一条大河，汇成

那条美丽的大江……

《老子》中“上善若水”四个字

是对水的最深解读，生活在水边

的人们有着更深的领悟，爱水，学

水，做一滴纯净的水，汇入江河，

奔向海洋！

故 乡 在 水 边
□程伯承

芍芍 □朱乃波

开开
药药 花花

岁月里的保中桥
□王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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