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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晴空万里，我让儿子约了几位小同

学，一起去参观位于猫耳山南坡的四保临江战

役纪念馆。我们来到猫耳山下，走进苍松翠柏

掩映着的“胜利门”，儿子忽然说：“这不就是每

年清明学校组织来扫墓的地方吗？”我说：“没

错，你们来扫墓是在烈士陵园，但是你一定没有

参观过这里的纪念馆，今天我们就去见证一下

那些红色印记。”

我们从山下蹬上长长的石阶，我告诉孩子们

数一下是不是108个台阶，因为这个数字象征着

四保临江战役浴血奋战的108天。山坡高，台阶

陡，孩子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数着脚下的石阶，一

步步向上攀爬。

爬上高高的石阶，远远望见一座三层高的白

色方楼，宛如一座巍峨的城堡，坐落在蓝天白云

之下，楼顶“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九个大字，闪

烁着金灿灿的光芒。广场两侧陈列着飞机、坦克

和大炮，纪念馆门前摆放着两架高射炮，看着这

些武器装备仿佛穿越到了战争年代。

敞开纪念馆沉重的大门，陈云、萧劲光、肖华

并肩站立的金色雕塑，庄严地矗立眼前，两侧是

四保临江战役场景的大型浮雕。纪念馆有三层

楼、八个展厅、数千件藏品和珍贵文物，通过声音

和光影等先进手段，形象、逼真地展示了在东北

解放战争期间，“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恢

宏场面和丰功伟绩，传扬着伟大的革命精神。

临江，依山临水，飘然若仙，斜倚在祖国的东

北边陲。这名字秀气，却因四保临江这场战役而

拥有了雄浑沧桑的厚重之气，从而有了响亮的名

声。

展区陈列的坦克、大炮，还有锈迹斑斑的大

刀、枪支和弹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几个女生

也像男孩一样，对这些枪炮藏品充满了兴趣。大

家仔细阅览那些文字说明，想象着这些锈迹斑斑

的武器，经历过怎样的历史烽火，又在漫长的时

光里如何一点点锈蚀。幸好被收集到纪念馆里，

才带给我们一场身临其境的想象，得以让后世的人们目睹这些历史的印记。

展区还陈列着一件件简陋破损的搪瓷缸、烟斗、钢笔以及狗皮帽子、靰鞡鞋、绑

腿等烈士遗物，让人不禁感动，眼前浮现出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艰苦生活、奋

勇作战的往昔岁月。

走出纪念馆，西侧有一座气势非凡的仿古典式建筑——碑廊。缓步碑廊，

便可瞻阅石碑上镌刻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纪念四保临江战役和革命先烈的

题词。穿过碑廊，向后走便是四保临江烈士陵园，远远望见一座巍峨的纪念碑

高高耸立，直插云霄，陈云同志题写的“人民烈士浩气长存”八个大字在阳光下

闪着金光。肃立碑前，一种直抵心魄的庄严肃穆感，油然而生。

纪念碑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每年清明节，全市的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团体

的各界人士，都会在这里祭扫烈士墓。纪念碑后方是四保临江战役中牺牲的

杜光华师长、曹国安师长烈士墓和团长温士友烈士墓。

陵园东侧的烈士墓群长眠着抗日战争、四保临江、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那一排排、一座座墓碑下，都曾是鲜活的生命，如今

长眠在这里，相伴他们的只有苍翠的青松和徐徐的清风。我的目光落在一座

座烈士墓上，禁不住热泪盈眶，墓碑上镌刻的是一个个热血铸就的名字，这些

曾经年轻的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在

这里已经长眠了几十个春秋，并将永远长眠下去，接受后人的祭奠和景仰。

离开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脑海里仍然浮现着纪念馆里一件件藏品和文

物，以及其背后的历史烽烟。这仿佛是一场心灵的洗礼，烙印着不可磨灭的红

色印记。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已被列入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30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之一，被评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

“一座猫耳山，挺拔入云端，茫茫林海漫卷着英雄画卷……”走下猫耳山，

一辆市政宣传车驶过城市街道，飘来临江市歌《临江仙》的雄浑歌声。我带着

孩子们沿着鸭绿江畔向西漫步，远远看到了那座带着抗美援朝弹痕的鸭绿江

大桥，横跨鸭绿江两岸，仿佛跨越了亘古时光，连接着历史的烽烟与现代的繁

华。

走在猫耳山下，来一场红色之旅，这里不仅能仰望长白山的雄伟壮观，俯

瞰鸭绿江水的秀丽旖旎，更能穿越历史烽烟，追寻革命足迹，去体会岁月的沧

桑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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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辉南县境内的

龙岗山脉，有“七湾两顶

一瀑”十大景区，即三角龙湾、大

龙湾、二龙湾、小龙湾、东龙湾、南龙

湾、旱龙湾、金龙顶子、四方顶子和吊水壶

瀑布。那里众多的“龙湾”就是中国最大的火

山口湖群。湖与湖之间相隔7—8公里，犹如一

串璀璨的翡翠，镶嵌在茫茫林海之中。它以秀美的

自然风光和独特的神奇魅力，每年都吸引着众多的外

地游客前来观光。这些景区中开发最早、景色最美、知

名度最高的当数三角龙湾了。

走进三角龙湾，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的氧吧和一处绝佳

的避暑胜地。站在进入景区小路的坡顶处向湖面眺望，掩映

在群山环抱下的三角龙湾，好像是用绿色的幔布围起的一泓

碧水，平静如镜。码头边上，停泊着多艘造型各异的游船，它们

正在整装待发，迎接着八方来客。湖面西南的悬崖峭壁如刀削斧

劈一般立于湖边，直指苍穹。峭壁之上，岩石突兀，藤蔓缠绕，青

苔丛生，几棵小树顽强地在崖壁上生长着。不知何年何月是鸟

儿衔落还是风吹来的树的种子落在此处，而生根发芽的呢？

这一面90多米高的崖壁，因早晨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首先

照映着这块石壁，因而得名“映霞壁”。

映霞壁的北侧，有三条石壁并列着下部直插湖底，

上部直刺云霄，这就是“三剑峰”。在其中两条石壁之

间有一道大的裂缝，人们称之为“一线天”。当游船

停在石壁之间的湖面上时，仰头望天，只能看见高

远处的一线蔚蓝，偶有一丝白云从蔚蓝处飘过。

岛，在火山口湖中是极其罕见的。

而三角龙湾的湖心处却有一岛，名曰

“同心岛”（也叫虎头岛）。同心岛周

边的水深都在70米以上，犹如

丢在湖里的一根定海

神柱 ，这更

加让游客啧啧称

奇。岛上建有一亭，名叫

灵心阁。红漆的脚柱，浅蓝的斗

拱，玉白的平台，把整个湖面点缀得

更加旖旎多姿，分外妖娆。几乎所有的乘

客都会到同心岛上驻足，观观景，许许愿，这

里已经成为网红的打卡地了。

到龙湾，可千万别忘记了寻找龙湾女神。

听说邂逅龙湾女神，需要“三气”，即好天气、好

福气和好运气。在一个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的日子，

我买票进入龙湾景区，乘坐第一班游船，来到龙湾女神

观景台。我把目光投向三剑峰一侧时，眼前的美景把我惊

呆了——传说中的龙湾女神显现在眼前。对面的群山倒映

在湖面之上。在山顶的最高处，向南北两侧逐渐降低，与水

中的倒影形成了女神俊俏的面庞：头顶扎着峨峨云髻，映霞壁

恰是女神修眉联娟的多情双眸，南面的两条石壁宛若女神光滑圆

润的琼瑶粉鼻，北面的一条石壁正如女神珪璋秀色的外朗丹唇，

同心岛向北一侧则是女神修长优雅的延颈秀项……我惊叹大

自然竟有如此神力，造就了如此端庄美丽、落落大方、惟妙惟

肖的龙湾女神。实在是太神奇了！

关于龙湾女神，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东海龙

王的女儿曾在三角龙湾修行，在干旱之时她常行雨帮助

当地百姓免遭灾荒，深受百姓的爱戴。但是由于她私

自行雨违反了天条，遭到了天廷的惩罚，再也无法回

到天宫。于是龙女的身体化作了湖边的山脉。今

天人们看到的龙湾女神就是龙女头部的化形。

如今，龙湾女神已经成为景区最著名

的景观，许多游客都慕名前来探访。下

次你来三角龙湾，一定要择一个好

天气，带上你的好福气和好运

气，一睹龙湾女神的华

美尊容。

寻 找 龙 湾 女 神寻 找 龙 湾 女 神
□杨立清

青草长满了土地，像一种固执的迷恋。

青草下面是消逝的古渤海国，是一千年的寂静，和弥

漫其间的蒿草气味。

农历端午，白蒿摇曳，夏天正随风招展。一群人走进

331国道沿途、吉林省珲春市西六公里处八连城遗址。他

们对天微笑，对地微笑，对彼此也对自己微笑。他们的表

情并没有被千年光阴篡改。

“渤海国第三代国王大钦茂，于唐贞元年（785）将国都

从上京龙泉府迁至八连城……”讲解员闪出人堆，提醒着

恍惚的草木，来者是今人。

草木发出淡淡的哗然：今古之间，隔着多少世、多少

代？蒲公英迟疑地摇头，白絮连缀成烟：近如你我，远如你

我。空气里随即飘动着风的应和：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今人如此，古人如此，万物如此。

言语间，被大自然湮没的古渤海国国都，来人的脚步

相互交叠，往八连城遗址深处走去。

“公元737年大钦茂即位，改元大兴。唐廷册封其为渤海

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762年，唐廷诏以渤海为

国，晋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检校太尉。大钦茂卒于793

年，在位57年，这半个多世纪是渤海国发展史上重要时期。”

二号宫殿遗址旁，大钦茂的一生，连同所有他曾自认

为刻骨铭心的生涯，被解说词里的三个句号轻轻“概而括

之”。台基上的板瓦是复制品，徒有一比一的纹饰，用以安

慰到访的有缘人。它是木然的，未曾见过大钦茂的意气风

发，也没经历过“国中之国”“车辚辚，马萧萧”的昌茂。可

它仍然向我传递着讯息，关于庄严，关于一国之君的威仪。

“非壮丽无以重威”，威，恰是满怀壮志的国君给自己

的定位。

同样隐没于时间，隐没于解说词里那三个句号。

一行人继续向前漫游。脚下的木头栈道隔开青草，像

隔开两块陆地的界河。

我知道人的世界也分成两个——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和一个有过你，而你已经消失的世界。两个世界隔阂如深

谷，如昼夜，如时光的两端。无论多么无所不能的人，也不

能拥有那个没有自己的世界，抑或永恒在有过自己的世

界。历史的烽烟总是滚滚弥漫，王侯将相也好，寻常百姓

也罢，最终都要隐入尘烟。

贵为渤海国王，留得下的，当然是城池，是史载，是后

人的揣测。而寻常百姓呢？

据说考古发掘了大量瓦当和壶罐，我知道那是属于凡

夫俗子的，属于娶妻生子、一家老少、春种秋收、白头偕

老。我想象着这里的人间烟火味，既然是城，就有君王，也

有百姓。我身为百姓，自然有颗眷恋凡夫俗子的心。虽隔

千年，对于人间富贵，也只限于观望。

观望渤海国向唐廷的进贡，仿照大唐的典章制度，遣

质子以示忠心。观望唐廷对大钦茂的册封，汉字成为渤海

国的通用文字，盛唐的灿烂文化在渤海国开出繁花。

在对前尘的观望中，我也在任由时光从我身上碾过。

它长于此道，没有恻隐——对人类，对人类文明，无不如

此。被它带走的岂止农业、渔猎和航海都优越的古渤海

国，它还消泯了楼兰文化、西夏文化、契丹文化。我又想到

了“重威”，君王之威与时间之威，倏尔有了高下。

时间之下，人类显得稚拙而天真。他们追逐一切没有到

来的事物，不知从哪天开始，又想往回寻找消失的一切。可

是找到的，常常只有几根寂静的枝条，和满目丛生的野草。

脚步的缓慢成为我们致意古渤海国的仪式，即使它现

在寂寥、荒芜，早已陷落黄昏，可同行人仍愿相信，即便满

园的杂草，也曾和辉煌的盛唐有过千丝万缕的关联。“伟大

璀璨的文明不该坠入时光的黑夜。”我默念此句，那些在博

物馆中看过的飞彩鎏金、金声玉振，模模糊糊地驾着马车

在天幕飞奔。

眨眼却又瞥见孔老夫子捋着须髯说，时间如同逝水啊。

言毕，两千年已缩进生长于岸边的一粒果核。每年都有人砸

碎果核，把江水放出来，却再也不见周游列国的孔丘。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此刻，此地——八连城遗

址，放眼四野，只见天地悠悠，草木宁静，似乎谁站在人间，

人间就是谁的。

正神思游离，一只突然蹿出的野獾，用肥硕的身体捣

乱我的意念。它上下腾跃，不把人多势众放在眼里。草木

再度哗然：生死一念，傻獾子，你疯了吗？

不声不响。一个闪回，又是一跃。

“它在告诉我们，它不怕我们。”

“它真正想表达的是，咱们入侵了它的领地。”众声喧

哗，其中有我。

我想起朋友写下的句子——一片遗迹，尚未有人到此

干戈。这只獾子主动跟我们干戈上了。至少有两种可能，

要么它的祖先见过古时征战，热血且勇敢，这两样化作基

因，代代相传给了它；要么它无知无畏，没见过世面也不懂

进退，以为天地间数它最彪悍。

四下安静，我们的猜测声一边回荡，一边消失。风从

国道涌过来，从距此不远的温特赫部城和裴优城涌过来，

时间的遗珠被一次獾跃召集，继而被我在脑海中陈列成

排。我在想，何以古代文明统统只剩下遗址，而野獾仍然

欢腾如原始的神话？一种人类文明的沉寂，对于野獾也对

于潜藏在周围密林中的虎豹、狍子、苍鹭、秋沙鸭，显然意

味着归来。

反自然生长过的，不止工业的野兽。“保护生态”是人

类的反思，是与大自然彼此伤害后的互惠互利。

这里已被圈以围栏，对外开放也不影响对它的保护。

红绿灯和汽车大灯照不进来，股票指数永远攀升不到此

处，也包括酒馆、废弃的电话亭和等待流进汽车胃囊的汽

油。野獾无法见识它们，它在历史装订线的针脚里跳跃，

告诉来去匆匆的到访者，它和它的家园，风华正茂。

331国道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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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逸

▶夏日的331国道吉林段，草木葱茏，如诗如画，来到了这里，就来到
了22摄氏度的夏天…… 郎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