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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一

天，我们一

行沿吉林境内

“柳条边”寻访，

踏查遗址、遗迹，

叩问苍茫大地，抚

今追昔，洞幽察微；一

路上阳光是暖的，田野

是绿的，时有飞鸟儿扇动

着抒情的翅膀衔来远山近

水的古典意象……

站在舒兰的珠山上，望

着滔滔松花江水，看到渡口舟

来楫往：这里是三千年前原始

社会“西团山文化遗址”和清代

“黄鱼圈遗址”，也是柳条边的“水

口”。据说，康熙帝就是站在这里

检阅水兵演练……

触摸历史，古朴的吉林大地上，

烟雨朦胧中，一道“防务之线”悠然曲

折地随风舞动，宛若一幅山水画长卷，

这便是柳条边。柳条边是一条人工土

筑的干打垒墙，墙高、宽约3尺，两侧有深

沟，墙上每5尺插柳3棵，柳和柳之间，用

绳系结，犹如长龙蜿蜒在东北大地上。柳

条边又分边里边外，由此划出“游牧、农耕、

渔猎”三大经济板块，有史学家称其为300

年前的“绿色长城”，对生态有保护作用。可

以说，柳条边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一种精

神向度。

柳条边始于崇德三年，兴于顺治、康熙年

间，其形如“人”字紧紧地拥抱大地，勾勒出了

一段段的历史章节。今天回眸仿若一条温柔

的绿色绸缎，使人忆起大地的朝气与生机。柳

条边先期修建的史称老边，后期修建为新边，

吉林境内属新边范畴。

清代杨宾的地理著作《柳边纪略》记载：

“（老边）西起自长城，东到船厂（今吉林省吉林

市），北自威远堡（今辽宁省开原市境内），南至

凤凰山（今辽宁省凤城市）止。设边门二十一

座……每门设苏喇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员，披

甲十名。”

《吉林外纪》记载：“（康熙）二十年，添设巴

彦鄂佛罗、伊通、黑尔苏、布尔图库等四边门，

防御四员，笔帖式各一员”，可见康熙二十年新

边已经修筑完成。

随手翻开一册有关柳条边的史书，映入眼

帘的便是那个被时光打磨得泛黄的名字——

舒兰法特。据法特镇政府网：“法特镇原名法

特哈，法特哈是满语‘蹄’的意思，松花江西有

山如蹄。”

舒兰的蓝天总是带着一丝柔情和浪漫，法

特在阳光的沐浴下，吐露出新枝新芽，就连少

许的草甸子都变得生机盎然。柳枝轻拂，仿佛

摇曳那年那月的风情。

法特，作为柳条边的终点，诉说着那遥远

而久长的心事。“身是客中人”，文人雅士在这

里感受到了时间的凝固与灵魂的叩访。今天，

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无不镌刻了奋斗与希

望。

画家说，法特的美，是一幅巧妙融合了山

川与人文的画卷。春夏之际，这里流水潺潺，

鸟语花香。初升的太阳像一位孩童，用它晶莹

的光芒描绘出山峦的轮廓。每一棵草，每一片

叶，甚至是每一个不起眼的石块，都有柳条边

的烙印。

摄影家说，秋冬季节，这里光影绰约，枫叶

如火，苍茫的雪域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冰雪覆盖的天地间，法特显得如此孤异却不乏

沉稳，犹如一个亘古不变的坚守者。

时光推移，乾隆年间，法特逐渐成为交通

驿站和贸易中心，古道纵横，商队如

织。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柳条边见证了战马

的嘶鸣，遥远的茅草屋曾回响鸟儿的清啭。风

雷激荡之时，法特，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名，

萦绕着无数旅人的梦想。

柳条边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边界，更是一

条文化的纽带，连接了苍茫与澄明、疆域与文

化。法特，如一位沉默的史学家，用它的遒劲

与稳健，诠释着那段历史。

当夕阳西沉，余晖慢慢洒向法特，乡间

飘起了淡淡的炊烟，村屯的柳条边草青青，

仿佛与历史中的那段岁月重逢。在这片充

满诗情画意的土地上，流淌着悠久的记忆与

律动。法特，作为柳条边的终点，守望着岁

月的背影，延续着前尘的烟火。

今天的法特，现代文明与陈迹交织，古道

新踪，独具特色。安静的山村，翠绿的田野，

远山的回响。商道虽已不复存在，但那份古

老的贸易精神却在这片土地上化作了地标式

的符号。

当我们伫立在舒兰法特的这片土地上，

凝视着那条曾为边墙又无比坚韧的柳条边，

仿佛看到了几百年悠悠岁月中的沧桑变幻。

无论时光如何飞逝，这片土地仍然谱写着奋

发图强的乐章。

也许有一天，柳条边会尘封在史册里，

然而，那条“绿色长城”却早已化作一首首隽

永的诗歌，一幅幅山川原野的画卷，铭心在

吉林的大地，那迎风飘荡的翠绿柳条，将与

法特一道，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一道不灭

的踪迹……

时光轴线上的法特时光轴线上的法特
□张 藩

恰值金秋时节，陪家人

驱车造访位于长春市九台区

的卡伦湖景区，此前就曾来过

卡伦湖，留下很多美好记忆，此次再次探访卡

伦湖完全是出于对其崇敬的心情。

卡伦湖波光粼粼，湖光潋滟，碧波荡漾，第一感觉就是湖很大，

就像一颗剔透明珠静卧在东北平原。岸边绿荫倒影婆娑，给卡伦

湖平添了无限妩媚，让人一眼便爱上她。站在岸边，临着微风，远

眺卡伦湖水天一色，长空碧波，心驰神往，着实使人心胸开阔，心旷

神怡，可能这就是造就了东北人性格粗犷的一丝原因吧。

卡伦系满语，音译为边卡、盘查之意，清代的哨所亦作喀伦、

卡路、喀龙。据《九台文史资料》记载：在清代设的边防哨所有三

种，一种是常设卡伦，即永驻的哨所，大多数设在城镇附近；第二

种是移设卡伦，属于没有固定的哨所；第三种为添设卡伦，即临

时增设的哨所，卡伦湖镇就是固定哨卡。清朝入关后封禁东北，

在吉林省境内修筑柳条边（俗称边墙），九台就是柳条边的第九

边台，分为上九台和下九台。卡伦湖原不在九台管辖范围，后来

划归九台管理。

卡伦湖孕育着一片开阔的荷花生长区域，每到七八月份便盛

开着美丽的荷花。荷花肆无忌惮地盛开，像极了东北人的性格，豪

爽热烈、奔放无羁。尤其那菡萏葳蕤、出水芙蓉的模样着实令人喜

爱，不矫揉造作，亦不弱不禁风。落日余晖下，荷花的倒影和人们

垂钓的身姿相得益彰，给人一种静谧之美。卡伦湖畔树荫亦蓊蓊

郁郁，保持着最原始、最野蛮的自然风貌。沿着卡伦湖岸边随处可

见钓鱼者悠然垂钓，我猜想他们的本意也不仅仅是单纯垂钓，或许

是为了躲避都市的喧嚣，寻一片心灵安放之地，而卡伦湖这一道静

静水岸恰恰满足了垂钓者的兴致情怀。

卡伦湖岸边建有各式观光景点，最美莫过于婚纱摄影基地，很

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都会慕名前来为自己留下最美的瞬

间。镜头定格下，一幅幅人物风景画宛如天成，一对对有情人旖旎浪漫。这里被经营者设计

成各色景致，既有南海特色的椰树、欧洲复古特色的人文景观，也有金色沙滩、堆积的奇

石，以及婉约浪漫的水中秋千。

微风轻袭又吹散，望湖楼下水连天。有水的地方就具有灵韵，卡伦湖之所以具

有灵韵是有原因的，一群怀揣着文学艺术梦想的人因为一本杂志聚集在一起。经

过几年的耕耘，这片土地上的每株树木、每片叶子、每朵浪花，都被赋予了文学

色彩。

我与卡伦湖有着解不开的情缘——正是：诗与美酒杯觥交错，

画和心境和声齐鸣，情与湖畔依依相恋，意和友情紧紧相伴，醉与情

怀魂牵梦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相互辉映，这就是我心中的

长春圣湖——卡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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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夹荒，一个陌生且神秘的村落，在吉林省辉南县境内，与三角龙湾比邻。

沿着路标指示的方向，走进大山深处，走进山的怀抱。当看到“西夹荒”的字样，感觉到达了

目的地，可举目四望，依山势而建的大都是茅草的屋顶，黑黝黝的，破旧，荒芜，以至于已走进村

头，依然没发现值得驻足的理由。特别在导航不断提醒“你已偏离方向，请掉头”的提示下，确实

以为走错了地方，民宿老板娘介绍的特别适合拍照的地方一定不是这里。

沿山路蜿蜒向上，在村庄北侧最高处，矗立着一架大水车，吱吱嘎嘎地转着，感觉有些沉

重，像满怀心事的老人，在幽幽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浓荫下巴掌大的一汪溪水，根本无法

承载水车的巨大，水车便显得那么突兀，不仅与这水池，与整个村庄也极不协调。但它却像

一轮圆月，以它古老与智慧的光辉，以它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厚重，导引着一个村落的思维

走向！

当你因水车而停下脚步，当你以水车为背景拍照留念，之后你便会被好奇心驱使，信步走进

路边的院落……

突然间，你的眼睛张大了，目光中满是惊讶，随之兴奋地呼朋引伴，小院的设计带给你意想不

到的惊喜！

这是一处看似简陋的院落。简单的木条院门，茅草顶盖的门楼，门框爬满了绿植，星星点点

的各色小花点缀其间。走进院门便是一条曲曲折折的石板小径，两旁是绿草、鲜花，一丛丛一簇

簇，有型有序地遍布其间。窗下有一方石头围起的极不规则的水池，水清净，池中有红色的小鱼

在游动，为这座小院儿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快过来——”

一声呼唤，迈着有些留恋的脚步循声走去。这是一条宽阔干净的街道。街头立着或躺着几

只红色瓦罐儿，静静地与几段高低错落的原木桩相伴，那么古朴，那么典雅，那么独特，又那么有

味道！如果把这片民居比喻成一篇厚重的文字，这几只瓦罐儿就是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表示

停顿的标点！看似与粗糙的房舍风格极不协调，但它的作用不可忽视。游人从大水车过来，都会

在这儿站一站，或者以此为背景拍几张照片，艺术效果自不必说，之后抬起脚很自然地走向景区

的中心，它的导向作用功不可没！

脚下是一条水泥街道，是村庄唯一一条有建设感的能与现代衔接的脉络。街道两旁是一座

连一座的院落，胡家、杨家、木匠家、皮匠家……大体相同的白桦木围栏和院门，都敞开着。走入

其中，你会发现每座小院都自成体系。花草树木只是陪衬，冒着白烟的水系，不停运转的水磨、石

碾、草亭……构成院落的主要元素，彰显着古朴，幽远，并以其淳朴的民风民俗，召唤你驻足。只

要你走近它，返璞归真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宁静、舒服，想留下的愿望也随之而来……可见创造

者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独特设计理念，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不能不说极有

远见卓识。

院落中的房门上，挂一块“游客已入住，免打扰”的木牌，它直白地告诉你，这不是单纯的仅供

参观的院落，而是地

地道道的民居，游客可

以订房入住。又委婉地表

明游人对此的喜爱与流连忘

返。据已经入住的游客介绍，直

到目前，订房的游客应接不暇，每

一个院落都住满了人。他住的这一

间，也是提前预订的。

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民居，外表看起

来就是一间间很不起眼的茅草房，茅草的屋

顶、茅草的门楼、茅草的凉亭、茅草的公厕……

毫无精致可言。可令你意想不到的却是楼上楼

下，茶室、浴室、桌球、麻将……设施齐全且一尘不

染。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决然想不到它有着如此丰

富的内在。用它乡土的外表，昭示着卓然不群的品质。

真想住在这小院儿，可是顾客已满，只好另寻他处。

村中央有一湾碧水，缓缓地穿过宽宽的石板桥，流过

灵秀的木桥，经过白玉般的石拱桥之后，一路向北流去……

几座小桥，是这里不可或缺的风景。它们或内敛，或张扬，都让

人领略不一样的风情，都带给人不一样的愉悦。水到宽处，波平

如镜，倒映着白云朵朵，树影幢幢，花枝摇曳。形状各异的白色或者

黄色的石头，静静地绕水而卧，伴着氤氲缭绕的雾气，神态安详……

这条街道尽头，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圆形的

喷泉。广场四周排列整齐的黄泥烧制的大水缸，已完成它们的使命，

此时倒扣在这里成为别致的景观。看着这些水缸，再想一想街头的瓦

罐儿，我突然想到了呼应。对，这就是首尾呼应。多么精妙，设计多么有

创意，又多么别具一格！

据说，西夹荒原有22户村民，因交通闭塞，发展极为缓慢。后经地方政府

批准，将西夹荒整屯移民至龙湾村，而后将西夹荒屯改造成乡土气息浓郁的民

宿，实现了重塑乡村的美丽田园、美丽小镇的目标。从此，西夹荒在民宿项目的建

设和发展中，被打造成功能齐全、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的生态旅游示范区，并向全省

乃至全国游客开放。

现在，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西夹荒，风光秀美，小桥，流水，人家，不是江南，胜似江

南。它不仅成为吉林省乡村旅游打卡地，而且在节假日期间，周围的游客纷纷前往度假、

拍照，络绎不绝。

西夹荒，一个充满诗意与神秘感的村落，不见夹在山间的荒芜，唯有风格的古朴典雅，穿

越千年的古文明，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初 识 西 夹 荒
□许 密

梨花如雪随风舞。当诗人们还在“梨

花院落溶溶月”中铺展他们淡淡的忧伤时，

像山梨树一样散居在山坡沟岔间的山民们

却用一杯山梨蛋子炮制的土烧酒，让我们真

切感受到了长白山深处那种微润、清冽、爽

到连灵魂都透明舒展的四季柔情。于是我

对山梨花的感怀，就不仅停留在雪一样的颜

色，更有那杯色如琥珀清香四溢荡气回肠的

山梨酒了。

这酒，色如琥珀，纯净如玉。酒入杯中，扑

鼻的香气霎时便充满整个空间，而这种酒香，

既非酱香也非浓香，而是一种一闻就能感觉到

那种浓缩了四季的特有气息。轻抿一口，甘、

冽、爽的口感似一根火线蜿蜒入怀，顿时让你经

络开张，四体舒泰。

都说酒品看人品，这说的应该是酿酒而非酒

量。山梨蛋子炮制的土烧酒就如这山里的人一

样，醇厚却讷言，如此美酒，不进山是断然喝不到

的。初秋一到，山梨果实随手可摘，尽管芳香馥郁

却因野生个儿小，口感酸涩，不仅不被珍视而且直

接就被叫作山梨蛋子。就凭这散发着山林野气的

名字，就与梨花带雨的凄美，“梨花满地不开门”的

寂寞形成了强烈反差。山梨蛋子，仿佛沾着泥土带

着阳光的崖畔顽石，一听这嘹亮的名号，就能感到

原野的风在呼号，山腰的云在飘荡，无遮无挡的太

阳在火辣辣地烧，那种天生的野性和粗犷，就像山

坡上正在盛开的一簇簇山梨花，开得奔放甚至张

扬。所以，当具备这样天性的梨花最后结成果实融

于一杯农家的土烧酒时，纯真的气息才会在四季回

荡，你想让它不凛冽不醇香都不行。

山梨花是野生的，那可是真正的野生，从来没

有人做过任何的打理。它的绽放就是这座大山本

土的方言，风起花落就是它与四季随意的交谈，诗

情画意只是它袒露给天地的展览。相对于果园，

过多的人工，过多的关怀，虽然汁甜果大，品起来

却像观看蹩脚的演员，再漂亮也没有本色来得纯

正。这就是野生，它不仅是一种生态，更像一种

境界，花小地偏，很少有人观察过它的瓣它的蕊，

更无人去抚摸那生铁龟裂般的枝干，但呼啸的野

风，疯长的野草，喧哗的野泉与它四季相伴，维护着它的野性并与它一起野

生。

“七月核桃八月梨”，山里的生活是要遵循古老法则的。这淳朴的农

谚就像一支魔笛，在高低起伏之间储藏着大山里各类动植物的生命密

码。漫步山间，品饮这杯山梨蛋子泡出的烧酒，慢慢就会悟出，山野之中，

每一树梨花都像参透天地的智者，它们懂得自然法则，懂得季节交替，懂

得放与收，懂得旷达与沉淀。它们将长达半年的冰雪吸进体内，不仅酝

酿美丽的绽放，也酝酿醉人的芬芳。就像这一树梨花，唱完春天，离开枝

干，随风而去的路上，不是走向消亡而是涅槃重生。它要去下一个季节，

在雪舞风号的大山里，酿造出美好的记忆，然后，再通过这杯琥珀色的酒

浆反复讲述时光里发生的故事，讲述从花到果再到酒的全部细节。

“莫笑农家腊酒浑”，长白山野果炮制的酒从不浑浊。想来当年陆

游写这首诗的山西村，一定没有如此的美酒，可惜他没来过长白山，如

果他来，坐在山民院落的梨树下，举杯饮下这杯山梨酒，一定会诗兴大

发，也许不去写那个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了，而是随着片片迎风起舞的花

瓣，满怀着对山梨花的长长回忆，穿过时光，让诗情与梨花一起，上升

上升，直到果实金黄，沉淀凝聚，再到变成一颗小小圆圆的山梨蛋子，

投进家酿的酒浆，成为可巡回四季能飘荡古今的醇香，让这座大山有

型有味，回味悠长。

饮酒赏花，思绪飞扬。如果说流水无意，那落花一定有情。看那

一颗颗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山梨蛋子在酒里释放，一杯下肚，身心灼

然。举杯与山梨花、山梨蛋子相约吧，在这收获的时节，感悟那种悠

然的深沉和纯净，多像这山里的风，看不见摸不着，却用千百年的时

光茁壮了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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