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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集安市区上331国道，窗外绿袖般的鸭

绿江面波光灵动，安然贴伏于连绵不绝的山脚

下，山水相迎益目怡神。到达榆林镇后沿西侧

路口北行约5公里，便来到了复兴村，村书记

李大威早已等候在路口。

山里的空气虽然清新却也刺骨，在车里还

温暖柔软的鞋子，在这冬季的深山没走出几步

就变得梆硬。经历了磕绊、颠簸，常常需要人

下车助推的坎途后，一行人终于踏入了东北抗

联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深山密林。

严寒冰封下的大山人迹罕至，整片山林静

静深眠，似一处不为尘世沾染的净土，“空谷有

幽兰，遗世而独立”。山色苍灰，细瘦的林木也

失了颜色，深山空谷之中只回旋着一个“冷”

字。冷风、冷清，一切寂然无声。

眼前是一块青灰色不规则的四方形大石

头，当地人称作“将军石”，风蚀雨琢下四壁斑驳、

凹凸不平，如坚硬的鳞甲，若岁月沧桑的留痕。

大青石就这样静默地立于的枯草之上，身旁倚

靠着一棵细瘦墨黑的小树，身后是褪尽绿意的

苍黄冬山。石头旁立着一块小小的白色石碑，

字迹脱落不清，隐约可辨“老岭会议遗址”。

如果没有向导的指引，如果离开语言的介

绍，很难将眼前这块寻常石头与抗日英雄杨靖

宇联系到一起。冬山不语埋忠骨，苍松翠柏护

英魂。风吹过，那逢春便复生的草木簌簌有

声，细述着这座深山密林里的动人故事……

1938年5月，在集安老岭山区五道沟，魏

拯民率部与杨靖宇所率第一军军部胜利会

师。5月11日至6月1日，中共南满省委和抗

联第一路军在五道沟召开了领导干部联席会

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

会后紧接着召开了抗联第一路军驻集安

部队干部、战士大会。威风凛凛的杨靖宇将军

正是站在这块近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带着对

革命前途必胜的信心，热血豪情地指出，最后

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号召广大指战员，

英勇杀敌，直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那

铿锵嘹亮的语言，那气势昂扬的激情，深深感

染着这片葱茏的山林，鼓舞着大青石前热血沸

腾的战士们。

环视错落起伏的山脊线，茫茫无边，遥想抗

联战士当年也曾在白雪深覆的冬季，战斗生活

在这片山林。只是那时的气候更加寒冷，那时

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而他们就是靠着一腔爱

国之情，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爬冰卧雪，与武器

装备精良的敌人奋勇作战。踏着积雪继续循着

抗联的印记向山上走，一路上风吹下枝头的雪，

轻轻扬扬，似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净化着心灵。

村书记李大威指着一圈坍圮零落的石块说，

这是抗联队伍当年住过的地窨子。我们凑上前

仔细分辨，垒块中的孔洞隐约便是烟道，距此不

远的坡上还有依稀可辨的5个地窨子。据说，杨

靖宇的警卫员曾在这大山里待了3天，指认过其

中一个地窨子正是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

荒草萋萋，厚厚的青苔早已爬满曾经庇护

过将军的石块。此刻，触摸着将军住过的地窨

子，那手持双枪奔跑在雪地奋勇作战的英雄形

象，鲜活如在目前。

去往“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遗址”

需要蹚过一条河，冬季水瘦冰面不宽，一行人

搀扶着小心翼翼地滑行过河。一路向山上爬，

气温越来越低，斑驳的积雪上赫然印着一行动

物的脚印。这被冰雪封冻的大山，此刻终于有

了生命的迹象。狍子、野猪、小兔、野鸡、灰鼠、

松鼠、狐狸……这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是否也

曾为孤悬敌后、艰苦作战的抗联战士们，带去

一丝温暖与抚慰？

沿着五道沟的庙沟往上爬，很快便到了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遗址”——山坡

上一块平缓的平台，地方不大，如今空空如也，

只有洁白的厚雪覆盖着落叶断枝……

一行7人站在“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驻地

遗址”合影留念，已然严严实实挤满了平台，很难

想象这狭小局促的空间，曾经就是杨靖宇与其他

抗联领导干部商讨作战计划的总司令部。

下山路上，心间一遍遍温热着集安这片土

地上有关抗联战士的感人故事——为提高战

士素质、坚定抗日信心创办的“抗联军校”，在

条件极度艰苦的作战间歇，战士们还能围坐在

一起读书学习，没笔没纸张，就在雪地上写在

树皮上画；“抗联棋盘”是抗联战士留下的珍贵

石刻。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士们用尖刀在石头

上刻画简易棋盘，以石子作棋子对弈。在棋盘

石的下面，还刻着“五月住大山”“天下太平”，

稚气的字迹里写满了渴盼战争结束、和平早日

到来的美好心声……

一个个故事，一处处遗迹，让抗联战士的

形象愈发丰满、立体、细腻。他们不仅仅是战

场上奋勇厮杀的英雄，更是一个个有情有义，

有苦乐悲欢的鲜活生命。心头涌动着感动、感

恩，身上似乎也暖和起来。路过一处溪涧，因

为水流速度快，打破了寒冷的封锁。潺潺清流

寒来暑往四季不竭，恰似这苍茫山林中赓续流

传的抗联精神，生生不息。

俯下身掬一捧沁凉的泉水，甘甜润口，穿

肠过肚间竟觉一丝暖意。此刻，俯身跪地的

视角下，那一路匍匐的雪竟晶莹有光，层层

叠叠绽开一路冰清玉洁的绝美冰花。冬

山无言，却有灵性，一路冰花铺路，铺

满抗联战士走过的路。一行人虔

诚地欣赏着、感受着、记录着。

只听一句惊呼“看我发现了

什么”，众人围观，一张

洁白冰花缀成的战

士的脸，栩栩

如 生 ，

深深地印刻在大山之中……

离开的时刻，一行人静悄悄的，谁也不愿

开口打破这份敬畏，一种崇高的精

神打动着每一个人。我们在

寒冰中跋涉而来，在热血

奔涌中静静离去。这

是一条崎岖难行的

路，这是一条冬日

之花盛放的圣洁

之路，这更是

一条抗联战

士用生命托

起的英雄

史 诗 的

精神之

路。

冬山不语埋忠骨
□孙艺凌

331国道抚松段，千年前是一条历史之道、

生命之道和文化之道。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大山

的物产与开拓者的脚步，更是一种坚韧不拔、舍

生取义、崇德向善的人文精神。因贯穿古今岁月，

还被称为“参乡三道”，它在每个抚松人的心目中

即为乡愁文化之根。

朝贡道

千年朝贡道是“参乡三道”最幽深的历史之

路。

331国道抚松段隐藏在茫茫大山里，漫江与

锦江交汇形成了波涛滚滚的头道松花江。漫江

镇和东岗镇的许多老人都说，朝贡道从这里的大

山中走出来，越过头道松花江，由此走向临江“西

京鸭绿府”。

1300年前，渤海国接受大唐册封，设立

“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县”，从政

治、教育、军事等各个社会领域师法中原，经过

数年潜心建设，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作为大

唐的藩属国，每年向唐宫朝贡成为渤海国最为

重要的国事活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间，

共向唐王朝朝贡94次，其中有许多珍贵贡品

就是从抚松起步的。

当时，长白山地区都囊括在渤海国的版图里，

抚松也是渤海国的一部分。《渤海国记》记载：公

元925年，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三年二月，遣

少卿裴嵺朝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千年前

的渤海先民带着从抚松采挖出来的野山参，沿着

一条古路进贡长安，献给大唐天子。这条路被后

人称为朝贡道，历史学家们叫它“北丝绸之路”。

岁月斗转，沧海桑田。时光已过千年，渤海

国辉煌的历史烟消云散，所残存的遗迹也静静地

沉睡在地下，在抚松地表以上几乎没有发现过渤

海时期的印记，只有史册里字里行间有关渤海国

的过往，无声地向人们呈现着那个一度繁华古国

的神奇。渤海国虽然消失了，但是有一种记忆却

在抚松留了下来，那就是人参不仅通过朝贡道运

到长安，甚至从长安走向了丝绸之路。抚松，是

人参走向世界的源头。

在抚松，一代又一代的抚松文化工作者、考

古工作者及域外专家，都在残垣断瓦的遗址堆里

探索着渤海国的过往。

千年后，朝贡道的走向依然有说不完的故

事。根据20世纪60—80年代考古发现研究，今

白山段的大致情况是：从渤海国旧都敖东城即敦

化启程，途经今抚松沿江、露水河、北岗、万良、兴

参、抽水到达新安村，新安村区域当时是渤海丰

州城所在，再过头道松花江进入汤河小夹皮沟峡

谷，过大营、温泉、永安、闹枝、三道沟，在西京鸭

绿府神州即今临江帽儿山重新集结，又经鸭绿江

出海，沿辽东半岛东侧达旅顺口地带，然后沿渤

海湾东侧到达山东牟平，此地即登州，再其后由

陆路西行奔往长安，历时一年完成朝贡。2016年，

笔者全程走过抚松段的朝贡道路线，基本顺畅，

有的地段至今还有村民行走，发现疑似遗址有22

处。为纪念这段难忘的时光，我写下《寻访北丝

绸之路朝贡道——抚松田野考察记》一书。

20多年前，我常常去漫江镇的孤顶子村、

长松村和东岗镇大碱场采访，许多老人们都可

以讲述他们小时候听到的渤海国朝贡的故

事。他们常常指着某座山峰说，朝贡道从那里

走过。这令我深感惊奇。2019年再次考察古

道时，我们在331国道区域看到东岗镇西江村

羊洞遗址，这才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唐渤海

国时期，这块土地上一直有人烟，当年朝贡道

上的许多贡品正是出于漫江、东岗森林之中。

朝贡道这一段之所以罕为人知，是森林将它一

层一层地覆盖住了。直到如今，漫江、东岗平

缓的山岗上依然是鹿常来“褪角”的地方，由于

靠近长白山，人参的品质也极为优良。

据说，每年朝贡的队伍要备足口粮等生活用

品，才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朝贡之路。在路上，队

员所要行走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一个人要紧跟着

另外一个人，一匹马要紧随着另外一匹马；队伍

里，什么人负责供水，什么人负责拿药，什么时间

可以休息，遇到劫匪怎样战斗，都有明确规定。

20世纪90年代后，知道朝贡道轶闻的老人们相

继辞世，朝贡道愈发成谜。

331国道抚松段尚存的朝贡道尤显珍贵，这

个新发现有待深入研究、探寻。

老盐道

331国道抚松段是一条自清朝就有的老盐

道。

森林里有木帮和棒槌营，那里的人需要盐，

多数食盐靠人力和畜力运输。老盐道是一代代

人避山岩、让大河、绕山梁，在崎岖山路中负重踏

行出来的。

我踏查过漫江镇孤顶子村到牡丹山的老盐

道，从331国道穿过孤顶子山脊，走到森林里。

这是条安安静静的小路，至少现在是。这条有几

百年历史的小径，除当地村民上山劳作外，已经

没有多少人走了。长白山封禁前，木业采伐与船

厂建设紧密相连，过去交通运输靠人背的年代里，

这条路上汇集了许多盐队，那些出苦力的被称为

“盐背儿”。

根据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从清朝初期开始，

老盐道路线就已经形成了——盐的进路多在临

江，走三道沟到永安翻山越岭前往抚松的下洼子，

走石头河、塔头甸子、参顶子、陈家小山、东岗、棒

槌沟；再从东岗到干巴河子、孤顶子、张草帽顶子

直奔长白。这两条路线都有大的参帮和木帮，特

别是长白鸭绿江一带木帮更多，对盐的需求很大。

抚松许多“盐背儿”的后人回忆，一个人背着

100斤盐，每日只能行走40里，最多不会超过60

里，来往长白一趟少则七八天，多则要十几日。

出门时要带足沿途的食粮，用帆布袋装好。

背盐的“背筐”最好是桦树皮编的，透气、轻

软、灵巧，透水性也强。“盐背儿”有一件法宝不能

少，就是皮坎肩。皮坎肩是用狍子皮制成，肩膀

处加厚，打上两块柔软的皮补丁，使得沉重的食

盐负重在肩膀上时可以减少对双肩的压力和磨

伤；坎肩背部和胸前各要开一个方形口子，海碗

大小，主要起到透气的作用，避免衣服捂得过于

严实，无法散热，加重行走负担。这是所有“盐背

儿”的必需品，他们会带一件下摆也缝有狍子皮

的衣服，走到哪里累了随时坐下不受凉。长白山

封禁后，抚松到长白的官盐停止贩运，私盐进入

秘密运输状态。“盐背儿”走到哪里都要结交朋友，

无论是放牧的还是打猎的，甚至是土匪，都要打

交道，他们熟知当地风土人情、人际关系，甚至会

讲黑话，这对于他们在这条路上生存是至关重要

的。

据仙人桥镇村民何威回忆，这条路上有个驿

站叫“黄家店”，据说老早以前有个姓黄的人在路

边开客栈，当时不管是上松树镇的还是上长白、

临江的都从这儿走。“黄家店”很出名，店里有两

铺大炕，每铺大炕上可以住十几个人。东北沦陷

时期，有很多闯关东来的人在这里贩卖私盐，把

盐从松树镇拉回来在各村里卖，有时到长白卖，

一年到头来往于抚松和松树镇、长白之间。做这

个买卖行动是秘密的，情况外人都不知道，有很

多人就住在黄家店里。在这里可以好好休息，马

有伙计喂，车有老板看，车上的货物也丢不了。

盐道上野兽出没，每当有人遇到险情的时候，

无论是否认识，“盐背儿”都会出手相帮，必要时

也会舍生取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助人行

善的义气，一直在茫茫大山里默默传承着。

这条延续了几百年的悠悠老盐道，除了当地

背过盐的老人和他们的后人外，外界几乎无人知

晓。如今物景依旧，人事已非，脚踏着百年前的

林间古路，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盐背儿”、商贩、闯

关东的人，在时光深处越走越远，越来越茂密的

林海即将淹没那些古老的传奇……

密营道

331国道抚松段还是一条壮烈的红色之路。

漫江镇是抚松县开发历史较早的地域，地属

要冲，山高林密，河流纵横，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

成为东北抗联重要活动的地带。1935—1939年，

东北抗联一军二师、东北抗联二军三师和六师以

及抗日山林队在此频繁活动，黑河流域有9座较

大的密营，在抚松抗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著

名抗日将领王德泰、李学忠都在漫江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英勇斗争，并留下了光辉的抗战足迹，为

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黑河密营在331国道抚南林场边的岔道，奔

松山水库路线，直达黑河。黑河密营就在这一带，

立有遗址地标。

331国道抚松段大山深处，我曾经沿着黑河

流域，踏查过黑河密营及干巴河子密营，探寻红

色遗迹。据《抚松县志》《抚松文物志》记载，黑河

密营曾是抗日救国军李洪斌部队修建的集训营

地，走在不朽的抗联路上，在静谧而不失壮美的

山野里，依稀可感受到东北抗联战斗的峥嵘岁月。

1937年夏天，抗日救国南路军司令李洪斌

率队伍100余人在黑河南岸的森林里，利用甸沟

子的有利地形，选择没有大树的地方，筑起隐蔽

的地窨子，上边支上木杆，铺上厚厚的树枝，将筑

房时起出的草皮堆到上边，利于休息和住宿，谓

之密营。

据漫江镇的老人们讲，密营遗址都分散于黑

河附近的原始森林中。黑河密营中最大的一处

位于今松江河林业局抚南林场地内，抚南林场附

近的两条干巴河子交汇处东距黑河1000米，南

侧为老松花江，西北为黑河，遗址四周为较大面

积平缓森林，被称为“森林排子”。

1986年，抚松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到“森

林排子”密营旧址踏查时，还可见烂木楞的痕迹，

这些抗联密营遗迹显示了当年东北抗联在深山

老林艰苦生活和战斗情况。岁月无情，由于密营

处于森林中，湿度大，草木反复覆盖，风雨常年侵

蚀，年复一年，遗迹消失了，但是抗联的精神是不

会被遗忘的。2011年6月，黑河密营遗址被抚松

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31国道抚松段那些沟岭相连、险峰突起、

景色奇异的山林河谷，一定还有更多的红色遗址

沉睡在大山深处。我在黑河密营一带进行了两

次田野调查，感觉遗址都比较隐秘，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有明显的战壕，并存在着重复使用的印

记。如今，这一切都已隐入历史了，留给世人的

只有无尽遐想。

其实，“参乡三道”并不奇特，在白山市其他

县、区都有过这样的道路和遗址，然而它又具有

区域的独特性，各自连接着一段一段的历史，最

终汇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滚滚长流之中。把

这条路相互连接起来，处处都是旅游的精品路线，

探索出无尽的传奇，那些为了梦想、尊严、幸福而

奋斗的人们，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

这，或许才是“参乡三道”带给后人真正的启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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