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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集安，坐落于景色如画的鸭绿江畔，与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地处长白山西南麓，

四季气候宜人。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水碧山青，风光秀美明丽；还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底蕴，是东北三省唯一一处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

化遗产地。历史的遗存为小城镀上了一层神秘色

彩，牵引着四方游客前来踏寻千年前的古迹……

2024年12月16日 雪

一锅三吃高丽火盆

冬日出行，眼中所见心中所感似乎也沾染了冰

雪的清绝婉约，白雪轻飞，驾车穿行于G331吉林

段，沿途起伏连绵的山峦在冬的滤镜里，平添一抹

白色温柔。美景在前，时光也显得短暂，随着群山

退去，车子进入了集安市区。没有高耸时髦的摩天

大楼，一处处楼房白墙黛瓦排列得松弛有度，街面

整洁干净，给人玲珑别致的感觉。

舟车劳顿已然到了饭点，集安行第一站打卡

当地特色美食。人们说“拴住男人的胃就是拴住

男人的心”，女人又何尝不是？一碗人间烟火最抚

凡人心。

在火盆一条街上，贴心地立着旅行景点攻略图

和美食推荐榜单，高丽火盆、明火烤肉、鸭绿江鲤

鱼、人参鸡汤，珍馐美馔令人垂涎。位列榜首的集

安地标美食高丽火盆，是朝鲜族特有的美食，因食

材种类丰富多样、味道鲜香浓郁、价格实惠亲民，不

仅深受当地人喜爱，在南来北往的食客中亦是好评

如潮。

从高丽火盆的命名，可以粗略猜想出，其在形

式上与炭火有关，在由来上与民族相关，背后或许

还隐藏着一些传奇的故事。思绪神游间，滋滋作

响、喷香冒气的火盆隆重地端上桌来。锅底平铺一

层煎至焦香的豆腐，于第二层加入单独炒熟入味的

豆芽，第三层倒入翻炒过的牛肉、猪肉、牛肚、猪肚、

牛蹄筋等，最后摆上一圈米肠和青红椒圈。将平底

锅搁在燃着的炭火盆上，高高拱起的一座美食山

头，赫然入目颇显“气势”。仅凭新奇的外观和独特

的烹饪方式，就给食客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多种食材交融混合，咕嘟咕嘟着汁水，香飘四

溢，眼馋口急的空当，赶紧去调一碗蘸料。随着炭

火的烘烤，高拔的“山头”低矮下去，肉类的油脂逐

渐脱离，食材一点一点变得干香浓郁。

一顿高丽火盆由开始的“火锅”到后来的“烧

烤”，竟吃出两种美食的感觉来。别急，还有一味

正等待压轴出场呢，煸出的油水用羹匙舀出一部

分，打入鸡蛋，倒入米饭与剩余的菜肉煸炒，不多

会儿干香油润的什锦炒饭，作为这一餐的彩蛋，

完美收官。在炭火盆包裹的温暖里，吃着可口的

食物，简单的闲谈，宾至如归，旅人的疲累与拘束

一点点剥离……

世遗古都的千年音韵

小城集安，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到哪儿

都是起步价”，地方不大却流淌着历史长河的古韵

风华。迄今为止，集安境内共发现古遗址、古墓葬1

万多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岁末寒深，宝石蓝色的天空愈发显得深邃高

远，清风流云，游人零落，四下里静悄悄的，阒然无

声。唯有景区入口处“世界文化遗产”六个鲜红的

大字，昭示着往昔的繁华盛景，令人肃然起敬。人

类瑰丽的文化遗产历经几千年风雕雨琢，抖落历史

的尘烟，与今时今日的我们从容相见。心头涌起一

阵感动，温热的眼眸追逐着讲解员的步履，走进那

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始建于1983年，

下设集安市博物馆、好太王碑、长寿王陵、丸都山城

等景区，是世界上高句丽遗迹分布最集中、内容最

丰富、特色最鲜明的高句丽历史研究和展示中心。

长寿王陵又名将军坟，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

寿王之陵，为方坛阶梯石室墓，建于公元5世纪。

长寿王陵陵园设计完美，石造工艺精细考究，堪称

高句丽石结构陵墓的巅峰之作。长寿王陵外观呈

截尖方锥形，与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有着惊人的相似

之处，因而有“东方金字塔”之誉。历史的波谲云诡

引人遐思。

时光如流，晚霞给白云勾了一圈金边，而我即

将告别高句丽早中期的王城“丸都山城”，从高句丽

星河灿烂的历史中抽离。偏偏那为寒冷逼仄到几

近枯竭的溪水，有意挽留我的离去，在剔透晶莹的

薄冰之下，涌动的一缕流水，于喘息的孔洞，吟唱出

“叮咚叮咚”的清脆之音，这是穿越千年的音韵。想

这山泉水曾经是偌大王城的水源，这水里的鱼虾曾

哺育这一城的百姓，而今，这流淌了千年的水，仍在

为一位虔诚拜望的旅人淙淙有声……

2024年12月17日 晴

一见倾心冰葡萄

出集安市区沿G331往鸭绿江河谷方向，去见

集安独有的冰葡萄。冰葡萄经过反复地冻化难以

运输保存，所以通常以“冰葡萄汁”“冰葡萄酒”的方

式为人所见。冰天雪地的户外，藤蔓上挂着的、头

顶一团雪被的冰葡萄，非得跋山涉水亲自去鸭绿江

河谷，方能一睹其清丽出尘的容颜。

太阳隐在山的背后，橘色的柔光浅浅地晕染出

群山的曲线。鸭绿江江面笼着一层雾气，像薄薄的

白色纱幔轻覆水面，仙姿曼妙。待到太阳爬上山

头，阳光刺破纱幔，雾气散作千丝万缕，远远望去纤

细的雾丝直立水面，如绿波里长出的一棵棵仙草。

一路上被这如梦似幻变化多端的江雾迷了心窍，太

阳越升越高，雾气翩然匿迹……我们来到了鸭绿江

河谷，河谷沿江分布着二十多个葡萄酒庄。

集安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鸭绿江中游，是中国

山葡萄之乡、中国最大的山葡萄生产基地。横贯

全市的长白山系老岭山脉阻断了北来的寒流，溯

江而上的黄海暖湿气流，在集安鸭绿江河谷交汇，

形成了春风早度、秋霜晚至、光照充足、雨水充沛

的气候。鸭绿江沿岸土壤通透性好，矿物质丰富，

独特的自然风土条件，是种植优质酿酒葡萄特有

的区位优势。

冰葡萄，是普通葡萄冰冻一下得来的吗？事实

并不如此简单。集安的冰葡萄是指“北冰红”和“威

代尔”两种特殊品种的葡萄。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经

过三代人、半个世纪的精心培育，在集安选育的山

葡萄品种“北冰红”，不仅冬季无须埋土防寒，而且

可以在树上自然挂果至冰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

个压榨出红色汁液、适合酿造冰红葡萄酒的山葡萄

品种。

在鸭绿江河谷，冬至前后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8

摄氏度，地上覆盖的片片落雪闪耀着银色的寒光，

我们幸运地见到了冰葡萄的芳容。苍棕色的枝蔓

上一串串深红、黑紫的葡萄，不复丰盈饱满，凹陷着

皱瘪着。那深邃的色彩，默守的姿态，在远山与流

水组成的如画美境中，带着一丝冷艳、平和的美学

意味。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粒细细品尝，柔韧之中包

裹着沙沙的冰渣颗粒感，甜蜜清爽果香馥郁，是一

种从未体验过的特别口感。仅仅尝了一粒葡萄，呼

吸间鼻腔、口腔无不充斥着清新的果香，久久不散。

冰葡萄因寒冷方才成就其独特的口感，果实挂

在枝头通过反复地自然结冰和风干，葡萄中的糖分

高度浓缩，在零下8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时采摘，结

冰状态下压榨，低温保糖发酵，酿制出甜型葡萄

酒。冰葡萄酒香气芬芳四溢、口感甜润奇佳，是酒

中珍品。

在村民处了解到，“北冰红”之所以只能在河谷

沿江种植，别处无法复制，离不开轻纱、棉絮般的江

雾。因为雾气的屏障隔绝了春寒的侵袭，“北冰红”

才能在春天成功出芽孕育新生。原来，那雾果真是

仙草，以其仙气灌溉出香气袭人的冰葡萄美酒。

认识了冰葡萄，似乎又多了一个喜爱冬天的理

由；又因为冬天的缘故，与颇负盛名的集安白桃错

过，这小小的遗憾或许正是来年秋天再见的伏笔。

在鸭绿江国门景区遇见中华秋沙鸭

看山看水看完了葡萄，才感到饥肠辘辘，在农

家院简单吃口饭，采风团一行人便匆忙地赶往行程

里最令人期待的鸭绿江国门景区。怀揣着雀跃的

心情，一路上彼此热络地交谈着见闻逸事，边境风

情总能牵动着人的浪漫情怀。

缓步鸭绿江边，隔江与朝鲜满浦市

相望，对岸的民房、掩映其间的小路一

览无余。两岸拔起的山脊线蜿蜒不绝，

静静流淌的江水恰似一条青绿飘带，灵

动其间。听当地人说，寒冬腊月里依然

能见到朝鲜女子到江边洗衣物、洗头

发。我试图寻觅这样一位不畏寒冷的

女子，却意外发现屋宇间隙时隐时现的

一位骑着自行车的朝鲜男子，以及对岸

江畔浮石上几只梳理羽毛的野鸭。

在追问下得知，这就是中华秋沙

鸭，春暖花开时节尤其多。同行的友人

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面面相觑，那曾多

次在文字中遇见的“鸟中大熊猫”中华

秋沙鸭，那个大名鼎鼎在地球上已经生

存了1000多万年的“活化石”，就这样

不期而遇！回过神来纷纷掏出相机、手

机，为这古老而珍贵的小生灵留下鲜活

的倩影。似乎感应到深情的凝视，一群

秋沙鸭心意相通般扑棱扑棱飞到我们

面前，在绿绸缎般的水面犁出一行行碧

波……

鸭绿江国门景区是吉林省省内唯

一一个同时拥有铁路、公路两个口岸的

边境国门景区。在这里不仅可以饱览

鸭绿江畔的自然生态风光、体验中朝边

境的异域风情，还可以切身感受国门的

庄严神圣。天公作美，抬头仰望挺拔矗

立由大理石块镶嵌的铁路国门，醒目的

国徽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浩然之气令

人敬畏。耳边，讲解员正动情地讲述着

眼前这座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曾承担

起抗美援朝志愿军及其他作战物资的

运输任务，见证了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

月。

在下解放桥头堡旧址，在锈迹斑驳

的铁板上一颗浑圆的弹孔，与凹凸不平

的墙壁上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弹洞残

迹，累累伤痕无声地记录着中国人民用

鲜血与生命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

壮举。桥头堡的外墙上，还隐约可见红

漆字样的诗歌，“桥头是我家，党是我的

妈。我爱我的家，永听妈的话”。有人

猜测这首言语朴实、情感真挚的诗歌，

或许出自志愿军之手。岁月久远真相

已然难以考证，但言词间真情流露的爱

党爱国之情，永远炽热，生生不息。

2024年12月19日 晴

百草之王人参

集安有“国参故里”之誉，是中国人

参之乡、吉林省人参主要产区之一、全

国边条参唯一产区。采风团最后一站，

走近百草之王人参。

人参，在时光年轮中沉淀了几

千年，以治病疗伤、延年益寿，成就

了本草流芳的传奇，演绎出无数多

彩奇幻的传说佳话。

在国家级人参特色小镇——

清河，有东北最大的野山参交易市

场，“中国·清河澳洋野山参国际交

易市场”。进入小镇，精美的人参

造型路灯、红花绿叶挺立起的人参

雕塑、一家连着一家的人参店铺，

处处彰显着人参特色。长途车程

令人困倦，一下车如释重负般舒展

腰肢，呼吸间流溢着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细细地

嗅闻，不禁感叹连清河的空气都有人参味道。

因为不逢集又是寒冬，交易市场顾客并不多。

展位上一棵棵人参千姿百态，个个拖着长长的须，

在凹凸的纹路中还包裹着乌黑的泥土。人参生长、

种类、品相、参龄说道很深，放山人的行规、习俗口

口相传，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交织出人与参的亘古情

缘，孕育出璀璨绮丽的人参文化。长白山采参习

俗，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市场里藏着的“人参博物馆”尤其惊艳。人参，

破土的勇气、时间的沧桑、奇迹般的生长轮回，阳

光、空气、土壤、雨露各种条件适宜、沉淀，直至充满

灵性成就传奇。博物馆里不仅翔实记录了人参的

起源、生长、运用、传说等图文资料，还收集到难得

一见的采参传统工具，索拨棍、快当锯、骨头扦子、

树皮腰子、蓑子衣、放山背筐……

一件件旧迹斑驳的老物件，在讲解员的娓娓道

来中变得鲜活起来，为来访者徐徐展开一场生动奇

幻的深山寻宝之旅。

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人参有“起

死回生”之功效；“上有紫气，下有人参”，在人参生

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烁……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

风，随着人们对人参的深入了解，神话落地为知识，

而未知又会重新演变出新的神话。几千年来，人与

植物的故事，一直在续写……

短暂的行程太匆匆，眼睛里流连过的风景，心

间淌过的感动，在行走的时光里镌刻下深深的印

痕。一行人由开始时的专家、记者，变成结束时亲

密无间的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爬冰卧雪、共饮冰

泉，在相互搀扶中，在一次次不同专业领域的点

拨、碰撞中，那些穿越历史时空的惊艳回

眸，那一幕幕触动爱国情感的动人场景，那

氤氲于感官的美景美味，都将成为笔下一

篇篇深情隽永的文字，献给这次珍贵的旅

程，献给集安，G331吉林段首站，一座来过

便会想念的美丽边境小城。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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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6日，晨曦微露，“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大型文化采风活动在吉林日报社正式启动。这是一支由历史、民族、文
化等领域的专家与报社记者组成的采风团队，带着寻美探秘的心境，即将奔赴“最美边境线”G331吉林段首站——集安，一座有着“世
界文化遗产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誉的美丽边境小城。

此间老岭不寻常此间老岭不寻常
□□张雯虹张雯虹

从集安站往东北方向，沿G331行驶约7分钟，经太王陵所在太王

乡驶入集双高速，约30分钟后开始进入老岭山脉，上达五女峰国家

森林公园，下通约7.4公里长的著名五女峰公路隧道。出隧道、下高

速、上集锡线，东南方向行驶约45分钟即到达集安老岭。

老岭山脉绵延200多公里，是鸭绿江与浑江、头道松花江的分水

岭。这条山脉上叫老岭的地方很多，在通化县、集安市，白山市的江

源区，延边州的安图等，都有老岭的称呼。

集安的老岭，在老岭山脉最南端，这里风光变化万千，四季山水，

四季味道。春的柔美、夏的成熟、秋的绚烂、冬的硬朗，界限分明地装

在起起伏伏的皱褶里。

上个世纪90年代，几次从通化坐火车去“东北小江南”集安。绿

色铁皮火车驶进这里的隧道时，慢吞吞如蜗行，但轰隆隆的车轮像战

鼓在敲，一声紧似一声。黑漆漆的火车隧道不长，但每一次经过，每

一次都生错觉。恍惚间，一张张面孔在窗玻璃上闪回，抗联战士的身

影似乎跨过历史的隧道，一排排向我走来，关于老岭的许多记忆渐渐

苏醒。因为，这里有老岭隧道战斗遗址，是东北抗联老岭隧道大捷的

发生地。

一段隧道，一段山河史，自然与人文交融，黑暗与光明交错，历史

与现在交织……

1938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阶段。日本对东北进

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掠夺和资源掠取。为打通侵略通道，侵略者抓紧

修建通辑铁路。

这年冬天，老岭的苍山秀水紧紧依偎着大地母亲的怀抱，藏匿在

雪线下，老岭被皑皑白雪覆盖着。雪花朵朵从天而降，漫天飞舞在东

北版图的苍茫一角。

一间秘密指挥所里，微弱的煤油灯照着一张张血气豪壮的面

孔。一位高大的北方汉子用低沉的声音说：修上了铁路，他们就可以

快速调运兵力和武器弹药。这对我们是个相当大的威胁。因此，我

们要破坏敌人的铁路工程，粉碎敌人的计划……他声调压得很低，但

很坚定。那是1938年1月，是抗联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至今已

过去87年。

87年间，许多往事可以暗淡，但历史的留声机永远记录了那个

声音。说话的人朗目剑眉，神态刚毅，高大的身板百折不弯。在中华

民族的史册上，镌刻着他的名字：杨靖宇！来自河南。浊酒一杯家万

里，走出河南的他，不知曾与谁举杯道别？他毅然转身的

背后，不知妻儿的不舍是否出现在英雄的梦中？

杨靖宇说的铁路在老岭山脉的最南端，距离通化60

公里左右。从1937年开始，日本侵略者抓来许多中国劳

工在群山下面修铁路隧道，他们把这条铁路看得比自己

命还值钱，即使寒冬也不间断。这是梅河口至通化的延

长线，建成后会成为日本从朝鲜伸向我国东北内地的最

近通道，向东可与朝鲜平壤至满浦铁路相接，向西可与四

平到梅河口的四梅线贯通。这条铁路如毒蜘蛛布下的大

网，网住丰富的木材、粮食、煤炭等资源。

1938年 3月13日黄昏时分，杨靖宇率领警卫旅一

团、三团和司令部约500人，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东亚土

木株式会社”施工现场、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

仓库，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解放劳工百余人，日伪

当局损失约10万日元，老岭战斗首战告捷！

关于这次战斗，“满铁”在1942年11月编著的《通辑

线建设工事志》中有详细记载。细读几遍，文字后面，栩

栩如生地展现了东北抗联打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无畏的斗

志。杨靖宇排兵布阵的谋略、抗联战士清晰的进攻路线、

日本侵略者遭到暴击的场面……一帧帧缓缓摇来，又推

进历史的深处，推到那么美的老岭……

侵略者3月遭袭后，老岭土口子隧道还在施工。6月

19日，趁着夜色的掩护，杨靖宇和他的战友魏拯民带领

700余人的队伍，兵分三路，同时攻击了距通化101公里

的阳岔工程分区的日本人宿舍、十一和十二号老岭河桥

梁工地办公室、距通化109公里的土口子隧道工程、东亚

土木会社值班室。这次战斗共毙伤敌10人、俘敌89人，

解放大批劳工。杨靖宇和他领导的抗联又一次拯救了老

岭的安宁。

侵略者在事后的文字记述中，沮丧地写道，“损失甚

大……”“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

的日子”。

在一个雪夜，我曾这样写道：“那天的枪声还响在耳

边，那年的雪花还飘在每个冬天，那棵你倚过的大树从未

老去，那群伟岸的身影从未走远……”

如今，老岭的松风鸟鸣与历史深处英雄的呐喊形成

新的交响。

在长白山特有的季候里，老岭的春天与冬天像是连

体双胞胎，冬春交替间，冬景与春景区别不大。冬天的老

岭一片白茫茫，尤其下雪的时候，天也茫茫，地也茫茫。

立春之后呢，雪妆仍然不褪，远山铁青色的面孔搽着厚厚

的雪粉。

早春的老岭是矜持的小姑娘，青涩，不肯浓妆艳抹，

不肯戴花插珠。虽然惊蛰已过，但老岭山上的积雪并未

融化，光秃秃的树枝站在岭上忧伤地望着天空，孤独的蓝

天陪伴着无边无际的老岭山脉，只有映山红挂着雪的枝

条才孕育毛茸茸的骨朵，似乎几百年来老岭的早春都是

这副模样。

老岭有多美，只有去过才能体味。

老岭的记忆，如年年如约而至的映山红，鲜红热烈；

而老岭的故事，像它的四季风景，岁岁长生。

(本文党史顾问：孙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