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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这个位于东北边陲的省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

史文化，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探寻。而我，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平原

的写作者，也被这片土地上的山峦所吸引，特别是那蜿蜒的图们江，更

是让我心驰神往，于是，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发后，第一站

就是抵达边境，去了解图们江。整整六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丝毫没有减

损我对图们江的向往。进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顺着图们江畔前行，

沿途青山如黛，绿树成荫，山间云雾缭绕，仿佛人间仙境。江边的村庄

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宁静而安详。在防川龙虎阁上，极目远眺，一眼能

望见三国，图们江就像一条闪着银光的绸带，在边境上徐徐翻滚，蜿蜒

东去，最终汇入日本海。

那粼粼江水，映照着两岸的青山绿树。

那潺潺水声，似乎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感叹着这片土地的变迁。

旅行中，我最乐意做的事，就是与当地人交流，听他们讲当地人文风

情。所以，看风景的同时，自然不会忘了此行的使命和目的，便随时随地

和当地人攀谈起来。当地人告诉我，图们江流域曾是古代女真族的聚居

地，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后来，随着历史变迁，这片

土地先后被多个民族所占据，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如今，这里的居民以

朝鲜族为主，他们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和文化，使这片土地更加丰富多

彩。随之，我参观了一片拥有朝鲜族风格的老宅，路口处竖着石碑，上面

刻着“百年部落”几个大字。

“百年部落”里房龄最大的一座，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它通体没有

一根钉子，土木结构，如今已是难得一见的朝鲜族木瓦房屋。

走进屋里，看到的是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朝族民居特色：炕和地一平，

锅灶安在炕边，灶坑落在地下，盖着木板，干净整洁。靠墙的地方摆放着

坛子、炕琴、小炕桌、缝纫机、录音机、老电视等物件，特有年代感。

在不断的深入交流中，我逐渐感受到带着朝鲜族风情的魅力，人是那

么淳朴善良，又那么热情好客。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边境线上创

造着美好生活。他们把自己的民族特色：辣白菜、打糕、米酒、大酱汤，打

造成产业，并依托旅游，把冷清边地变成了热闹的旅游打卡地。他们的笑

容温暖而亲切，带着他们独有的韵律和节奏。他们互相帮助，共同劳作，

勤劳团结，给人以独特魅力。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重走了抗联路，登上了奶头山。在山顶上，俯

瞰四周，仿佛看到了当年战士们在这里坚守阵地、与日寇激战的情景。不

禁感叹，正因为他们的英勇和坚定，才带给我们今天这样的美好生活，也

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红色精神。这种红色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

和这里人们的血脉中，这里的山水、文化、历史都充满了红色的气息。这

种红色韵律警示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保卫家园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警示我们也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愿图们江畔的韵律与红色记忆永远流传下去。

331国道采风

图们江畔的韵律与红色记忆
□翟 妍

天边泛白，山形的轮廓渐渐清晰，

夜幕褪去，留下一丝寂静。

群山之间，薄雾似古人的衣袖，

悠然间，静待那一轮红日的破晓。

朝阳初绽，那光辉似乎害羞地隐藏，

金色的轮廓，在云间若隐若现。

它并非火焰，却拥有火的温度，

轻轻拂过，让沉睡的万物复苏。

风过林梢，低吟着岁月的秘密，

带走夜的深沉，唤醒白昼的喧嚣。

林间鸟鸣，随着日光的步伐响起，

是大地的旋律，是生命的歌唱。

我驻足长白之巅，与晨曦相拥，

让那温暖的光，轻轻洗涤我心房。

在这一刻，时间仿佛凝滞，

我与天地相融，领悟生命的奥秘。

长白山的日落

长白之巅，日暮低垂，

天边如火，燃烧着余晖。

群峰静默，似古卷轻合，

万籁俱寂，只余风声轻轻诉说。

落日熔金，天空渐染橙红，

云朵飘舞，如燃烧的薄纱，

百鸟归巢，告别这天的欢歌，

暮光中，长白山诗般静美，画般绚烂。

我站在这山巅之上，心潮起伏，

夕阳之美，如此深沉而壮丽。

那最后的光华，照亮了整个世界，

也照亮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

夜幕降临，星辰开始闪烁，

长白之巅，你依旧巍峨。

而我心中，却永存这份温柔，

是日落时分的你，给我的最深守候。

仲夏夜之梦

夜色朦胧，梦影微漾，

银河低垂，诗意轻藏。

虫鸣隐于叶间，

风过，心海微荡。

时间悄然流转，

梦里，那远方依稀可见，

醒来，却只见岁月留痕，

每一刹，都藏着生命的密语。

梦与现实，交织难辨，

仲夏夜里，我寻找自己的剪影，

宇宙之大，心之小，

但星河，依旧在心头闪烁。

这梦，不只是虚幻，

它藏着思的深邃，哲的悠远。

在这无尽的夜色里，

心灯轻亮，照亮前行的路。

长白山的日出[外二首]

□林 琳

龙虎阁 郑春生 摄

追寻吴大澂（1835—1902）在吉林的足迹过程中，两次遇到印象颇

深的年轻人。一次是在吉林市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参观中，两个小

伙子小声交流：“吴大什么？这个字念啥啊？”其中一个人眼睛瞟向我，

“成，澄澈的意思。”“谢谢老师。他真了不起，对近代东北军工业功勋卓

著！”另一次是在集安好太王碑前，有年轻人临摹碑刻，我问：“你是学美

术或者书法的吗？”“不是，我就是喜欢隶书。”“多好的爱好！你知道吴

大澂吗？他也研究过好太王碑的书法。”“立‘土’字牌那个民族英雄

吧？”“是，也是文字学家。”

吴大澂的功绩与成就很难几句话概括全面，既是民族英雄，还是

金石学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从清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二年

（1886），吴大澂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黑龙江省海

林市）、三姓（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等东陲边务，其间两赴吉林。力

主创设吉林机器制造局，使之成为完全自办自管的军工制造机构，为

近代东北军事工业兴起、东北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凭借政治智慧和军

事才能为国靖边，亲自编写《枪法准绳》、主持练军编练，收服作乱已

久的马贼，招徕山东半岛农民垦荒东北，勘界谈判，纠正“土”字界牌，

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桩桩件件均是晚清史册中

难得一见的华章，被后人赞为“能臣治边”。

1881年6月，吴大澂奏请朝廷在吉林建立机器制造局：吉林防军不能自制子弹、洋药、铜帽，

要经过其他省份的机器局购运，路途遥远，供应不及时，非长久之计。在吉林省城开设机器局，

不仅可以供应本省练军，还可以供应黑龙江各军使用。他的奏议得到批准。吴大澂亲自勘查

机器局地址，“松花江南岸一里处有十九余亩一段，地势极高，土性强，又得山水气派，北临大

江，南有靠山。”吉林机器制造局于1882年破土动工，1883年投产，成为东北地区工业现代化

的开端。

1886年初，吴大澂再度奉命前往东北，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同勘定中俄边界。途经吉

林市，造访机器局，在《皇华纪程》一书中留下记载：“（二月）十三日，出小东门至机器局……观

火药厂已构屋数十椽，规模日见扩充，又出示局中自造单筒小炮，一与俄登飞炮弹大小相等，

名曰西林炮；一与格林炮相类，惟用单筒旋转，顷刻可放数十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吉林机器制造局作为清末中国东北最重要的军工机构，急需专业人才，为此1883年又

建立了“表正书院”，为东北地区第一所兵工技校。制造局的先进设备还使他们可以自铸

银元，该银元是中国最早的机铸银元，其中八年厂平银元上的篆书出自吴大澂之手，非常

美观，这批银元数量稀少，极其珍贵。吴大澂在吉林防务期间屡赴边界勘查，他安排机器

制造局画图司事绘制两份地图，寄送至珲春，凭图划线，用以勘界，为守护边疆领土完整

作出了历史贡献。

集安好太王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被誉为“海东第一古碑”，名冠古今。该

碑刊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碑高6.39米，由一块巨大的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

成，碑文共1775字，大小在9—10厘米左右，似隶而非，亦篆亦楷，方整纯厚，遒古朴茂。

清朝初年，修筑柳条边封禁长白山区，好太王碑湮没于荒烟蔓草之中，重新被发

现已是光绪三年（1877），在当时史学界、书法界引起巨大反响。1886年吉林之行的

路途中，吴大澂看到了好太王碑的另一种拓本。农历二月初五，吴大澂行至铁岭，

“县令陈鹤舟士芸来见，鹤舟曾任怀仁县（今辽宁桓仁），询以怀仁有高丽王碑，距城

百数十里（当年集安岭前地域归怀仁管辖），在深峡中。碑高不能精拓，鹤舟赠余拓

本一份，字多清朗，文理不甚贯，盖以墨水廓填之本……惜不得良工一往椎拓耳。”

吴大澂凭借深厚金石功底敏锐意识到此碑的绝妙之处。

除金石研究外，吴氏还是著名的古玩收藏鉴赏家。2023年，南京博物院“玉润

中华——中华玉文明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展出600余件顶级玉器。展览中有

一块玉璧乃吴大澂旧藏，吴先生在玉璧上题字：“宏璧，镇圭尺十二寸”。回来后，

翻阅其著作《古玉图考》中《大璧》一节，有“与余所得尺有二寸之镇圭尺寸正合”

语。书中提到的玉璧，正是这件！《古玉图考》是中国古玉学术研究的扛鼎之作，

声名远播，国内外古玉研究者、收藏者一直视此书为圭臬。以传世的玉琮为例，

《古玉图考》中收录玉琮31件，吴氏根据它们的形状，分别定名为大琮、黄琮和

组琮，这些琮名直至今日专家学者仍在沿用。这本书是吴先生于1889年离开

吉林三年后写成，收录了他本人及友人所藏40余种227件古玉，其中《夷玉》一

节提到东北，“大澂前赴吉林督师时，道出奉天锦州，曾得医巫闾山（今简称闾

山）所产之玉，琢以为佩……”

1886年，吴大澂第二次吉林行是农历正月十七从天津启程，至农历九月

十五界务会勘终止，历时253天。日记体《皇华纪程》翔实记录了这期间吴大

澂先生的经历、见闻、感受及勘界双方主张、辩论直至协议达成。八个多月

里，除了中俄疆域谈判紧张进行的数日，其他时间每晚休息后，先生均在做学

问，赋诗写字作画、考释金石等等。单论书法，他在吉林各处书写各类篆书包

括“龙”“虎”字等作品达二百余件；此外，吴氏篆书《论语》的最后一部分在旅

途中完成，《集古录自序》也是作于当年农历三月二十七任所。生命不已，苦

学钻研不止，持之以恒的学风令人钦佩。

吴大澂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在岩杵河同俄国代表进行勘界会谈是

1886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的，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费

尽唇舌，竭数月之力”，终于达成协议，于农历九月十五（公历10月12日）正式

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收

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珲春市的龙虎石刻是珲春人民为纪念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现已迁

至防川景区龙虎阁一楼西门厅，作为“镇阁之宝”。今年六月份，随省作协珲春

采风团再度来到此地，站在龙虎石刻前依然心潮澎湃。石刻正面镌刻“龙虎”两

个篆字，左下竖刻楷书“吴大澂书”。“龙虎”二字是吴大澂在1886年重勘中俄珲

春东部边界之后题写，浑厚有力，气势磅礴，为龙蟠虎踞、龙骧虎视的缩写。

数年前两次参观过“土”字牌，至今不能忘却。它是一块高1.44米的花岗

岩，正中纵向刻有“土字牌”三个大字，左侧纵向刻“光绪十二年四月立”，沉重

的历史深深刻印其中。几乎所有来到此地的人都会与它合影留念，在这里经

常能听到有人讲起“土”字牌的历史，提及吴大澂。说者动容，听者同叹。

1886年底，吴大澂完成珲春勘界任务，自岩杵河至摩阔崴，从海路乘北洋

水师军舰回京复命，此后再未踏上这片土地。不知道先生临行前，是否回望

“土”字牌，是否在军舰上远眺龙虎阁所在之高点，是否对珲春这座先后五次到

访的边城充满不舍……

寻访吴大澂足迹时也顺便参观了当地景点。今年五一期间，吉林机器制造

局旧址经重新布展后对外开放，遗存仓库及“表正书院”建筑古色古香，一砖一瓦

韵味浓郁，一石一木匠心独具。在这里见到十几位大姐身穿旗袍正在拍照，自信

优雅快乐。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G331国道，在吉林省境内串连起集安和珲

春，绿遍山原白满川，一路美景应接不暇。两地的早市闻名全国，穿梭在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能听到南北不同方言，品尝到各种时令果蔬、特色小吃；另外，集安美食街

就在鸭绿江边，盛夏中吹着22℃清爽的江风，热火朝天大快朵颐，几十家店面、几百

张桌子基本满员，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心里感叹：“国泰民安啊！”

甘棠遗爱，河润泽及，今人不应忘记吴大澂先生的

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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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光阴立体而又生动。被禁锢的心灵，一直在向外

拱。渴望与失望，一直在并肩作战。它们在一声不响的日子里，

置顶于一次次期待，还在不动声色地继续生长。而我，将要出发

了，以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沿着331国道吉林段的珲春，一直向

前走……

大荒沟生态风景区大荒沟生态风景区

每一个舞台，都有一个主角。每一个地方，也都有一个坐标。

择一日，把心腾干净，向远方出发吧。对，沿着吉林省境内的

“醉”美吉线331国道出发。一路上，蜿蜒可见的图们江，伴随公

路时隐时现。

珲春路段沿途风光无限，一不小心，你就走进了一个堪称世

外桃源的地方。再向前行走42公里，你就真的走进了它的心脏。

对，你没有走错。这里是人间与仙境的连接，这里也是人文

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之地，这里就是森林覆盖率高达98.7%，是那

个让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珲春市英安镇大荒沟生态风

景区。

大荒沟不荒，它不仅富有，而且优质。负氧离子43000个的

高优质天然森林氧吧里，你尽可以放任自己，自由地“森呼吸”。

还可以用打开的方式，去“醉生态”。

阳光透过密林，斑驳地洒在水面上，明暗错落有致，绿色，古

朴、自然。再向深入探索，一个个令人惊艳的生态密码，就被一个

个次第打开……

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生活？

随着游客数量逐渐攀升，天地之间忙忙碌碌的脚印，似乎也

打破了大荒沟的宁静。沉默，就此打开。一个开放性的议题，也

开始成了热议。

喧嚣和宁静本身不太搭界，在这里，怎么就被奇妙地撮合到

了一起？于是，“最珲春”与“最吉林”，撞色大荒沟。一下子，就将

这种混搭，进行了“带感”切入。

嗨，一不小心，又“先锋”了。

尾随一长串的异域风情符号，你要慢慢地走，别慌张。一个

个“醉”美生态打卡点，有那么多的惊喜，等待你去发现。每一个

脚步，都仿佛叩响了历史。每一个声音，都仿佛在诉说着苏醒。

每一个发现，都仿佛破译了一个个精神密码。

在这里，你看到的，不仅是大荒沟的现在，更是珲春的未来——

“生态颜值”变“经济颜值”，“美丽风景”变“发展前景”……

原来，大荒沟并不荒芜啊！它既保留了异域风情韵味的

“形”，更重拾了先锋和前沿的“意”。在这里，它的每一个伏笔，都

在等待你来深入探索。

是呀，既然有这么多的惊喜存在，何妨不就此，在这里体会一

次虚度？虚度又何妨？

亲爱的，你总说，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别忘了答应自

己要去的地方，更别忘了答应自己去找一个远方，无论有多难，或

是有多远。

现在，就全部兑现吧！

启动一个“慢”方式，慢慢地打开你想要的慢生活。来大荒

沟，真正地感受漫山、漫水、慢生活。

欧欧 式式 街街

走在边境线上，一路欣赏风光。下一站，一个“醉”美异域风

情打卡点——珲春市中心的欧式街，就像是一长串省略号，等你

来相见，等待你去发现惊喜。

刚一走进欧式街，就像是走进了一场久违的惊喜。

作为珲春知名的网红打卡地，欧式街是集购物、餐饮、娱乐、

文化于一体的特色街区，融合了中俄朝三国的文化特色，展现了

东北亚地域的独特魅力。

一踏入欧式街，就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异国他乡。免费

开放的街区，街道两旁错落有致的独特房屋建筑，都采用了各种

各样的欧式设计风格。精致的雕刻，以及优雅的线条，丝丝入扣

地点缀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浓郁的欧洲风情，散发出独

特的韵味和美感，浓郁的代入感，让人仿佛置身异国他乡。

在欧式街，穿新鞋走老路，一见如故。

异域风情为街，大理石铺满的故事为路。在这里，你尽可以

一步一步地走，不必搜肠刮肚地找寻，浓浓的烟火气息，瞬间就扑

面而来。每一个细节，都会让你记住这条街的万种风情。

它不仅仅是购物和餐饮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多元的文化体验，也是一大耐人寻味的特色。

街头巷尾，处处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大排档。你可以找一个

店，坐下来，要一杯酒，一口一口慢慢地喝，品尝一下地道的韩式

烤肉，再吃一点充满俄式风味的面包等特色美食。如果兴致盎

然，你还可以继续向前走，去购买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

和纪念品。

拍照打卡也超级棒，好背景从来都不需要刻意找寻，随处可

见的欧式建筑和装饰，就可以作为异国风情，满足你珍藏一个留

守旧事的心愿。

夜空中，美丽的焰火与闪烁的霓虹交相呼应，网红巴士餐车

造型各异。整条街上，一股文艺浪漫气息，在古典端庄与现代时

尚中，久久升腾。

在欧式街，你不必急着赶路。不妨就放慢脚步，把自己抵在

异域风情的当口。你还可以签字画押，一点一点，去把时光弄

旧。仿佛一步之遥，你就可以尽情地领略异域文化的魅力，去感

受不同国度间的交融和碰撞。

在欧式街，山一程，水一程。向南，或者向北，你都尽可以忘

记生活琐碎，沿着岁月的痕迹向下走。

在欧式街，你还可以忘了自己是谁，没有之前，也没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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