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 人
参，是一种情趣；

种人参，是一种格局；
懂人参，是一种境界。

长白山脉，幅员辽阔，
绵延千里，秀丽挺拔。及至春

和景明，树冠亭亭若盖，荆木深
处，吐露天宝物华。紫白花朵，点

缀崇山峻岭；红色浆果，闪亮春秋冬
夏。千年人参，百草之王，美丽故
事，人间佳话。

天生神草，山中仙葩，朝顶甘
露，暮披彩霞，养天地之精气，吸日
月之精华。白云绿意中养生，奇峰

老林处安家，携一路风雨，快
意林海；走四季参路，回首天

涯。
门 外 人 参

径，开时几朵花。自
古王侯列之珍藏，如今
百姓用以殷家。《黄帝内经》
养生专注，《神农本草》视为神
花。曾经孙良老把头，化为山神
护佑，如今人参姑娘，喜爱绿衫红
花，用天池之水滋润养身，借峰上
白云捎寄情话。

长白山麓，人参故乡，从远古
走来，披着神秘面纱，千年传说，犹
如一杯清茶。历经风雨，内藏健康
密码；洗尽铅华，演绎善良童话。
流传放山习俗，成就人参文化，
感人孝道故事，闪烁人参光华。

人

参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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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降在这里是幸运的。

雪，落在这里亦是幸运的。

降落在这里的雨雪俨如投胎到了贵族家

门，从降生起就戴上了炫目的光环。因为这

里是长白山区，接纳它们的，是簇拥东北亚最

高山巅的一片原始森林，一片完好无损的绿

色植被。从天而降的雨雪，必将会在这里得

到水质的升华和靓丽转身。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何止养一方人？这一方的动物、植物，乃

至所有生命，哪一种不靠水土润养？

人参，之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显赫的身

份，缘于它的珍贵；而珍贵又缘于它的稀缺；

稀缺又缘于它对生长环境的挑剔。滋养它的

水源，陪伴它的植被，阳光照射的强弱，雨水

淋浇的程度……它对自己的生长条件要求实

在苛刻。可正是因为这种苛刻，才成就了它

的品质。而恰恰又是这种品质，成就了它高

贵的身份。对一棵野山参而言，究竟是什么

滋养它生长了数十年、数百年？最重要的条

件无疑是水土。它生长在泥土之中，可泥土

是无法进入到它身体里的。而水能，水可以

携带上泥土里的丰富养分，慢慢浸润到人参

的肌体中，供它成活，供它成长。水，进入到

人参肌体后，就不能再叫水，应该叫作浆。这

浆是赋予了名贵基因的水，是多少普通的水

浓缩成的一点点精水，是摇身一变成了宝贝

之物身上的水。当然，其基因终究还是永远

不变的长白山水。

再说紫貂，它的名贵同样跟水密切相

关。貂，贵在皮毛，价值不菲。上千年来，长

白山貂皮所制的裘衣，一直都是达官贵人身

价的一种显示，亦是历朝历代向皇室进贡的

珍品。貂皮，毛绒丰厚、手感柔滑、色泽光润，

黑褐色中掺和着匀称的银色针毛，给人以稀

罕的感觉。当然，貂皮的珍贵并不仅仅取决

于外观，之所以称之为“宝”，则另有奇妙之

处，“遇寒生暖、雪着即融、入水不濡”的特殊

功能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貂皮之所以珍

贵，与貂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长白山原始

的自然生态，为紫貂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

件。它倚仗着自己“火龙衫”一样的皮毛，不

畏寒冷，适应冰雪，喜欢在冰天雪地里发挥自

己的优势。它吃杂食，鸟、鼠、蛙、昆虫、松子、

浆果……哪一种食物能离开水的滋养？若没

有长白山这天然净水的养育，哪会有这些食

物的优良品质？没有食物的优良品质，又怎

么会有紫貂皮毛赛宝的珍贵？

还有药用价值极高的鹿茸角。若不是生

长在长白山林区的梅花鹿，每天喝着天然矿

泉水，吃着原始森林中的百种野草，呼吸着无

比清新的空气，渐渐才长成这珍贵的鹿茸角，

哪来的这般好的品质？又何以称宝？

其实长白山的宝物，远不止这三种，林蛙

油、天麻、细辛、党参、贝母……丰富的长白山

水资源滋生养育了成百上千种中草药，哪一

种不是货真价实？哪一种不是药中珍品？猴

头蘑、榆黄蘑、松茸、冻蘑、榛蘑……十几种名

贵菌类靠的都是没有丝毫污染的长白山水喂

养。刺嫩芽、大叶芹、猴子腿……这些长白山

独有的山珍野菜，在天然水的供养下，饱含浆

汁，畅销到全国各地，备受人们青睐。

长白山的水，令万物鲜活，百卉流芳。

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物无不得益

于这方水的润泽，无不感恩这方水的养育。

然而，让森林植被保持良好生态，让动物

得以自由繁衍生长，并不是长白山水的全部

使命。这些任务只需要一部分水来完成，其

余的水，则开始了漫长的地下旅程，去完成未

尽的使命。

厚厚的积雪融化后，大量的雪水和丰沛

的雨水汇集成了长白山浩大的水源。它们在

完成了对地面生物的滋养后，缓慢渗入地下，

经过火山岩、玄武岩漫长的溶滤，矿化运移，

源源不断地生成矿泉水，最后再通过涌泉的

形式重新流回地面。自此，这些经过地下漫

长流程的水摇身一变，正式成为饮用水家族

中的一员。

全球天然矿泉水主要分布在北纬 36

度—46 度地带，被誉为“世界黄金水源

带”。这一地带的高海拔地区，自然环境

和地质条件独特，远离人类污染，保持了

具有原始生态的自然风貌。长白山恰好

地处这条黄金水源带上，连同欧洲的阿尔

卑斯山和俄罗斯的高加索山，被国际饮水

资源保护组织列为全球三大天然矿泉水

富集地。

虽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75%是由

水组成的，可是，能饮用的水却只有百分之

一，而黄金水源带的水又只占饮用水总量的

万分之一。由此来说，长白山矿泉水是饮用

水中的贵族，既不夸张，更不为过。

称“贵族”也好，“白雪公主”也罢，却是迟

迟都没有撩开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

末，当全国最大的几家矿泉水开发公司纷纷

落户长白山区时，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

神奇富饶的长白山不仅地上生长着多种宝

贝，地下同样深埋着可造福人类的丰富宝

藏。长白山矿泉水——这位纯净甜美、白雪

化身的“公主”，从此撩开了神秘面纱，赫然现

身在世人面前。

很多人并不清楚，市场上畅销的多种品

牌矿泉水，水源地就在长白山。正如那句广

告语所言：我们并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

的搬运工。就这样，在长白山地下蕴藏了数

百上千年的矿泉水，涌流到地面后，迅速被

“搬运”到了一个个繁华的都市，供人们享

用。这既是水的荣耀，亦是消费者的福分。

长白山的水养育了这里的万物生灵。使

这里成为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堂。反之，这

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森林又涵养了这里的

水源，使其形成了一种天然有序的生态循

环。这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世代守望的长白

山人，当惜、当护、当终生敬畏。

长 白 山 的 水长 白 山 的 水
□□尚书华

从长春市区南行

50公里，有个长山村，

村口有一棵从清朝走

过来的大榆树。

那年夏天的一个

周末，应朋友之邀，我

们去神鹿峰旅游度假

区游玩。回来时，特

意绕到太平镇的长山

村，一睹人们传说中

的百年古榆。

有关这棵大榆树

的来历，经过一代代

口口相传和艺术加

工，我了解到这样一

个版本——

清朝顺治皇帝刚

在京城坐稳，便发兵

两路，南下围剿李自

成。李自成东下湖

广，行至湖北通山县

九宫山后，在这场厮

杀中倒下了。与此同

时，在关东某地的山

坡上，有一粒榆树钱

儿慢悠悠地飘落在地

面上，随即被细细的

尘土所掩埋。

第二年一个春光

明媚的早晨，一棵小

小的嫩芽破土而出。

又 过 了 140 多

年，某一天，一个姓滕

的壮年汉子挑着行

李，领着妻子和儿子，

随着闯关东的队伍从

关内出发。

在与大队人马走散后，一家三口来到这

里。就在这棵大榆树下，儿子说：“走不动了。”

妻子说：“歇歇吧。”汉子说：“歇歇。”一家人便

坐在树荫下，靠着这百年的大榆树，迎着柔柔

的风，沐着暖暖的阳光，他们有种到家的感

觉。于是，他们逃荒的脚步被这棵榆树的根给

缠住了。

这棵榆树在一年年长高长粗，周围的房舍

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

来到古榆树前，我和朋友惊叹生命力的顽

强和伟大。仰望四五十米高的树冠，雄壮威

武，这才叫独撑一片蓝天。那粗大的树干，需

七八个人牵手围抱，是名副其实的参天大树。

1982年，这棵古榆树被列为市级重点保护文

物，常有人前来观赏，偶尔也有电影电视剧组

来此地拍戏取景。

《双阳县志》里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长

山村正在建一所小学。当校舍建成后，却没有

学生用的课桌椅。就在校长为此事发愁时，只

听村口这棵大榆树“咔、咔”几声巨响，一枝粗

大的树丫断裂下来。校长立刻找来木匠，将这

段树丫破成一条条木板，用土坯错落地垫起

来，便成了简陋的桌椅，够坐百余人。

村里一位老乡说,每天晚上夜幕降临时，

吃过晚饭的村民会自发地聚拢在树下闲聊天、

唠家常，孩子们则在树下无忧无虑地玩耍。多

少年来，村里人对这棵大榆树十分爱护。如今

正在开发古榆树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一个独

特的文化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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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我省农安县太平池水库，一个非

水源保护地水库，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湿地

公园名录。

芳草萋萋，波光粼粼，渔船成行，鸥鹭翔集。

近年来，农安县以“水”为题，做大“水”文

章，于2023年5月，成立了吉林太平池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激活了“水”经济，打造出一幅锦

绣灵动、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着实让太

平池水库变成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史明岐、刘树军、张宝华……这些家住太

平池畔的普通人，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因为太平池水库成为旅游景点，让他们从爱马

人到喂马者、从渔把头到开船人、从农民到商

人。脱下农裳换新裳，白天黑夜两头忙，他们

既兴奋又幸福，感觉这一切又来得正是时候。

爱马“仕”

再次踏入太平池旅游度假区大可汗行营

野骑基地，已是初冬，但野骑带给游人的欢声

笑语依旧爽朗。

在马厩前，一个身穿皮夹袄、头戴毛线编

织帽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尽管年迈，

他手脚依然麻利，给马上鞍、带嚼子一气呵

成，引领游人上马体验野骑。

老人名叫史明岐，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对

马有着深厚的情感。说起与马的故事，老人

点上烟，嗓音提高八度，打开了话匣子。

“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生产队喂马，我

就在身前身后帮忙。要是赶上父亲出去放马，

就缠着父亲骑马。我喜欢在马背上的感觉，很

飒。成年后，因为喜欢马，接替了父亲在生产

队喂马的差事，成了一名喂马倌儿。自我接手

后，更加细心，稻草扎得适中，草料拌得均匀，

根据马的劳动强度，调理草料。在生产队喂马

的那几年，十多匹马个个膘肥体壮。”

“分产到户后，按劳动力分给我一头老

牛。原本想着能分给一匹马，但事与愿违。

这头牛我养了不到3个月，就卖了，添了点钱，

换了3匹马。”

“有一年秋天，从地里往回拉玉米秆儿，我

从车上射下来，正好掉在马嘴下，马车也顺势

往前倾，当时正赶上是下坡路，马车往下走就

会从我身上碾压过去。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

紧要关头，马叼住我后背的棉袄把我给叼起来

走了200米远，到了平缓的路段后才放下来。

要不是马救了我，后果不堪设想。遗憾的是，

这3匹马没养几年，我因抓鱼把脚割坏了，不能

走路，没人喂养就卖掉了。买家来牵马那天，

那3匹马撕心裂肺地叫，我不忍心出去看，也因

此上火3天没吃饭。后来因为科技走进了田

间，农民也告别了利用牲畜耕作的方式，转为

机械化作业。我跟马的缘分也出现了断档。”

“前不久，大可汗行营野骑基地的负责人

托人找到了我去喂马。如今已经62岁的我，

生活无忧，但因为喜欢马就答应了。”

“重操旧业，虽然喂马环境和性质不一样

了，但我爱马的初心不变。每天除了早中晚

喂马，还帮忙经营。某一天游客多了，大家喜

欢骑同一匹马，马累了，我就会跟基地的负责

人提出让马休息。基地的负责人懂我，也会

采纳我的意见。”

“我根据马的购买属地、颜色和性格特

征，分别给他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如大黑、红

云、007……有了这些名字，游客对基地的马

也多了交流，加深了印象，有了记忆，有时间

就会再回来骑马。”

打鱼“情”

刘树军，成长在一个打鱼世家，对打鱼有

着深厚的情结。年轻时，在太平池管理处捕

捞队工作，退休后则在太平池度假区开游船。

“我之所以有着丰富的打鱼经验和捕鱼技

能，完全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父亲过去是

太平池管理处捕捞队的渔把头，我们兄弟7人

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织网、打鱼。那时候，父

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几寸的网用几号线，

如何织都有严格的规定；下网的位置和方法大

有讲究，如果谁不好好学，那就是一个字——

揍。小时候因为学不好，没少挨父亲的打。”

“尽管父亲的教育方式严厉，但我和兄弟

们都深知这是父亲对我们寄予厚望的表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掌握了捕鱼

的技巧和知识，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背后的

艰辛与乐趣。在捕捞队时，队员们都知道我

一遇见鱼群就红眼，不吃不喝也要把鱼打上

来，并给我起个绰号——鱼红眼。父亲去世

后，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也承担起渔把头

的重任。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职

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传承。”

“早些年，打鱼的条件艰苦，过程也极为辛

劳。夏天打鱼，早上三四点钟出发，两人一条

船，一人划船，一人下网。单位配发的煤油炉子

成了我们中午在船上的炊具。风雨交加时，我

们常常被淋个‘落汤鸡’。如果遇到鱼群，一网

下去便是几千斤，那摘鱼的辛苦更是难以言

表。”

“你看我的中指，就是摘鱼累的，现在落

下残疾，向一侧歪。”

“要是冬天捕鱼更遭罪，凌晨三四点钟运

送渔网，那时寒风凛冽，如同刀割。即便穿着

厚棉袄、棉裤、靰鞡鞋也难以抵挡严寒的侵

袭，脚也常常会被冻伤。为了安全，我们把外

面穿的棉大衣的扣子割掉，用麻绳系紧，以防

在走杆时不慎把人带进水中。即便如此小

心，我二哥仍有一年冬天掉进冰窟窿里，幸好

他记住我父亲教给他的技能，掉进去后沉着

冷静，把两个胳膊肘架在冰面上，没往下沉，

我们才把他拽上来。”

“或许是因为在这里生活得太久，我已习

惯了这样的捕鱼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热

爱这片水域和它的氛围。我常来这静坐，欣

赏那曲径通幽的芦苇荡、嬉戏的水鸟、蔚蓝的

天空和辽阔的水面。夜幕降临时，整个太平

池变得异常宁静，偶尔的鱼跃声划破寂静，坐

在岸边聆听缓缓的流水声，宛如聆听一曲美

妙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退休后，我选择在太平池度假区开游

船，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我与水、与鱼的故

事。通过向游客介绍当地的渔业文化以及分

享自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故事，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了这片美丽水域背后的故事。”

生意“经”

张宝华在度假区的游船码头电商平台摆

了个摊位，卖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令人惊讶的

是，她卖的土特产没有一样是自己家产的。

当被问及她在太平池的“生意经”时，张

宝华笑着表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

是想利用好太平池旅游度假区这个平台来增

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我是太平池村一位地道的农民，自打县

里开发建设太平池旅游度假区以来，我的生

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住上了楼房，还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我是一个待不住的人，一有空儿就来度

假区游玩。在这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对乡

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农村绿色食品的热爱，

激发我的灵感，于是我决定开始销售本地特

产。但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没有足够的空间

养鸡鸭鹅或是种菜了，这让我陷入了困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亲戚时看到邻村

的王大娘正在卖鹅蛋给小贩，每个5元钱。我

深受触动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收购

周围村民手中的优质农产品再转手卖出。这

两年，每年仅通过销售这些产品就能获得2万

元左右的纯利润。”

“这几年，太平池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周

边树林中的蘑菇产量也逐渐增加。闲暇之

余，我还会与老伴一起去采集野生蘑菇，并将

其带到景区内售卖。今年光是卖蘑菇的收入

就超过5000元。”

尽管已经60多岁了，但张宝华看起来依然

年轻有活力。采访结束时，她还不忘向我们推

荐她家的笨鸡蛋，并邀请我们明年来采集蘑

菇。“哎呀，今天周六啦！”她突然想起还有一位

顾客等着要200个鸡蛋呢，于是笑着匆匆离开。

家住太平池畔的普通人是太平池发展变

化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他们热爱家

乡太平池，从他们充满自豪、幸福和感恩的神

情里，我看到了过去和现在，更隐约看到了太

平池无限美好的未来……

家 住 太 平 池家 住 太 平 池家 住 太 平 池家 住 太 平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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