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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岗山涧，沿着龙湾曲折延绵的弧

线，一路不停地拍摄着，湖光山色甚是醉

人，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深谷。

这里丛林密布，满是岁月的痕迹。一只

不知名的鸟儿突然振翅而起，惊扰了丛林。

旋即，一切又归于寂静。树梢上露出来一角

天空，树林阴翳，偶尔见到几缕阳光，分外惊

喜。眼见得那些深谷里的树，一棵棵笔直地

向上生长，仿佛要去拥抱那温暖的阳光。

越往前走，越是水汽氤氲，慢慢地前

面弥漫着一层薄雾。不一会儿，清脆的水

声扑面而来，闻声如见活泼的孩童，引人

顿生雀跃之心。溯源而上，水声渐渐由欢

腾奔流转为泠泠淙淙，颇有些清冷起来。

这是一段不知名的小溪，绿草萋萋，白雾

迷蒙，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到诗的意境里。

忽然，风铃般的水声再度袭来，明亮

轻快，宛如林间飞鸟，轻盈而自由。循声

望去，只见一泓清泉隐身在树枝掩映的林

间，沿着长满青苔的石壁潺潺流淌。泉水

似幽谷中的少女，披一袭薄烟轻纱，着一

裳碧玉罗裙，无忧无虑地行走在山间。裙

裾过处，挥洒出一串串动人的音符，像初

夏的微风，像仲秋的皎月，又像恋人的秋

波，空灵悠远。卧云听泉，让人恍惚间以

为那是竖琴奏出的天籁。

空谷涌泉，渐成一汪深潭。白色的浪

花涌动，涌向沧桑古老的石头，涌向柔曼

灵动的水草。丛林幽深处漏出的阳光，深

情地照在绿色的苔藓上，润泽而明媚，和

着如歌的水声，生命的厚重与鲜活就立体

地浮现在眼前了。

蹲在石头上，手伸进溪水，凉沁沁

的。我的影子，连同水底的细沙、碎石在

光影之间微微晃动着。水从指缝间滑过，

如同一条游动的鱼，把心里所有的浮躁、

烦恼都流走了。

早就听人说过，这里的矿泉水来自

2600米深处的地下岩层，与长白山矿泉水

同源，而且，60%以上的长白山矿泉水分布

于龙岗火山群地区。这里的矿泉水水质

纯净，富含矿物质，被专家鉴定为龙湾火

山矿泉。一到夏季，大人们在此品茗纳

凉，小孩子就把西瓜放入泉水中，经过泉

水浸泡的瓜果，清凉可口，妙不可言。那

些赶集的种田的人，但凡经过此泉，都要

喝上一口，解乏渴、壮气力。

那么，天池的水又是从哪来的呢？

当地流传着一个神话：蟠桃宴上，西

王母酒醉，失手打翻了女娲留下的通灵玉

盏。那晶莹的玉盏落在长白山上，就成了

美丽的天池，而玉盏里的琼浆玉液就化作

了神奇的天池水。从此，龙岗山脉仙气袅

袅，长白山上万物有灵。

想到矿泉水的前世今生，瞬间充满了敬

畏和感动。我半蹲半跪，虔诚地俯下身子，掬

一捧清泉入口，果然清冽、甘甜、回味悠长！

一路上，总有顽皮的泉水在跟你捉

迷藏，有的从石缝涌出，有的从崖壁冲

出，有的从老树的根部冒出，有的从河床

渗出……时隐时现，逶迤着流向远方。

水利万物，上善若水。不只是龙湾矿

泉，天池的一潭碧水，长白山的皑皑冰雪

都秉承了长白山的开放、博大与包容，它

们容纳千百条溪流，汇流成松花江、图们

江、鸭绿江……从长白山主峰奔流而下，

铺展在白山松水间，如同一条条生命的脉

络，通达四海，化育未来。

水，或冰或雪，或气或流。遇万象成

万千形态，是江河湖海，亦是冰霜雨雪。

每一滴都映衬着岁月的故事，奔流不息，

润物无声。水化万态，终归于初，它们汩

汩流入地下，周而复始，孕育着无数生命。

这大地的泉眼，汩汩流淌的是母亲的

乳汁，是生命的能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人。枕一山之脉，饮一水之源。千百年

来，它们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脉，赋予了

这片土地无与伦比的生机。

岁月无声，流水有痕；光阴流转，泉涌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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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雪花纷纷飘落，大地一片洁白，心中便升

起亲近一座山的渴望。一个清晨，我怀着对拉法

山的憧憬，与好友踏上了登临雪山之旅。

朋友说，拉法山冬季封山，几十年来头一次

对游客开放。

车子在雪野上飞驰，不久便看到了拉法山，

它静静耸立，成了天地间的一抹灰白。灰的地方

是裸露的岩石，白的地方是被白雪温柔包裹的褶

皱。雪，这位魔法大师，圆润了拉法山的棱角，让

它青山隐隐，隐于雪。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分

不清哪个是主峰哪个是侧峰。恍惚间，我亦分不

清，是我在走近它，还是它在走向我。

沿着蜿蜒的山路攀登，雪花在身旁飞舞，仿

佛拉法山派来的精灵，欢呼着、簇拥着迎接我们

的到来。山路有一种叫不上名来的树，树叶呈褐

色，如巴掌大，在风雪中成为唯一的彩色。我拿

出手机，把它摄入镜头。我喜欢拍雪中的枯叶，

它与夏季的绿叶不同，虽早已萎缩褪色，但仍悬

挂枝头，装点着这个银白的世界。太阳从树枝的

缝隙钻进来，映出一抹倒影，恰似一幅绝美的雪

中“残荷”。

行至半山腰，一座古朴的亭子映入眼帘。亭

子的顶部堆满了厚厚的积雪，像戴了一顶白色的

帽子。栏杆上，蓬松的雪为它镶了一道厚厚的白

边。走进亭子，抖落身上的雪花，凭栏而望，眼前

的景色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忽然来了一群装备

齐全的驴友，她们坐在这里休息，一缕缕热气从

保温杯中袅袅升起。有一位身穿杏黄色羽绒服

的女士率先站起身，拿起手机拍照，而我，也悄悄

地举起手机，把她与美景一并摄入镜头。

她们有五六十岁的模样，个个服装鲜艳、活

力四射。为了能照一张满意的合影，她们像小鹿

一样在山上蹦来蹦去，深深的积雪上留下一串或

深或浅的脚印。山谷中，雪积得更深，白茫茫一

片，不见谷底。远处的山峰在雪雾中若隐若现，

仿佛仙境一般。

休息片刻后，继续向上攀登。越往上，风越

大，雪也越发密集。雪花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

但心中的那份兴奋却丝毫未减。山路变得愈发

陡峭，有些地方还结了冰，行走起来十分艰难。

但我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手脚并用，如同在与

大自然进行一场较量。

“啊，冰瀑！”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果然见到

一片晶莹的冰的世界。有的似锥，有的似柱，有

的似花，形态各异，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前几天

天气转暖，雪化成水，从石头上流淌下来，夜里气

温骤降，便形成了天然的冰瀑。等过几天快开春

时，这里的冰瀑会更加壮观。”朋友介绍。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水。热了，它便成了

蒸汽，袅袅婷婷，化作天边的一朵云，似有形，似

无形，无处在，无处不在，自由、洒脱，无拘无

束。冷了，便“哐当”一声凝结成冰，坚硬无比，

封印所有往事。

“道长，您往山上挑水呀！”招呼声打断了我

的“神游”。眼前，一位鹤发童颜的道长，挑着

担，出现在我的眼前。“走，进屋暖和暖和吧！”在

朋友热情的邀请下，道长走进了工作人员为游客

搭建的驿站。

火苗在炉膛里跳动，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

木头散发出特有的香气。“这小屋真暖和呀。”大

家纷纷伸出手，围在炉子旁烤火，道长也放下了

肩上的担子，和我们唠起了家常。

短暂的交流之后，道长挥手和我们告别，很

快，他的身影便消失在崎岖的小径上。不久后，

我们见到了“玉皇阁”，这是一个道观。香炉被白

雪覆盖，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香客前来上香了。

太阳从云层里出来，香炉的影子一寸寸挪移，仿

佛在雪地上行走，似乎在等待开悟之人。

终于，登上了山顶。站在山巅，俯瞰四周，心

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连绵的山脉、广阔的原

野，都被白雪覆盖，整个世界都在脚下。此时，天

空放晴，阳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远处的云海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幻出五彩斑斓的

色彩，如梦如幻。忽然云海无限放大，幻化成雪

野，成为我们脚下的世界。

不知为何，这一天我走进雪后的拉法山，就

像钻进了一个神奇的山洞。洞的另一侧，是一个

奇幻的冰雪世界。那个世界里有许愿的少女、中

年的跋涉者，也有悟道的道长。归来时，我的世

界开始下雪，一片又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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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松花石与松花砚、松花奇石是

母子篇、母子情，那么松花砚与松花奇石

就是兄弟章、兄弟亲；如果说松花砚走的

是宫廷路线，那么松花奇石则完全是显身

民间百家门、充满百姓的精气神儿。松花

砚是雍容深沉、端庄高贵，松花奇石是热

情宽厚、待人诚恳。所以说，松花奇石几

乎是追寻和探讨吉林味道与长白山精神

的重要物象。它们若寄情山水的隐士高

人，是拥有着家乡方言的语言器物，令人

印象鲜明、念念难忘。

首次发现松花石的美妙和“才华”的

时候，阳光照在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

当再次在长白山沃野发现松花石零星单

体的时候，却是整整300年后的1979年。

它有如时光机一般风光流转，见证变迁，

彰显灵气灵动灵魂，向上向美向好。松花

石彰显的是松江松韵的长白山气质：自

在、知足、乐道。如今它们打开古典、记录

新篇，引起了同道们的新的共情……

松花石之美，美在山水聚来

松花石的美，在于既出于自然，又彰

显自然。一块松花奇石，是一个隐藏在山

水间却依稀可辨的脸庞，是一个遗落在故

事中但却不会淡远的村庄。土生土长，故

土故人，走来和回望。我用诗的想象来写

它：“石头是山河的简介/松花石是刻在东

北亚中心/大地上的‘甲骨文’。”

一堂山水课，刻印和缩印着山水的

生动板书，既难懂，也易懂。只要是你慢

慢轻抚，松花石便由面入心，让你摸得到

脸和心，由面摸到松花石的心。石以载

道、君子之风，块头精魂、石重乾坤。如

今把树龄逾百年的称作“古树”，依此而

言，石龄已逾几亿年、历史人文意义也逾

300多年的松花石，毫无疑义应该称为

“古石”。

松花石的生命，在于人的感知和透析

的程度与层次。松花石的“性灵”是启发

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深刻理

解，从石中挖掘和提炼出来，营养到自己

的心智当中。山川之美，题目太大，但它

可以被微缩下来，这就是名画名石了。古

书古画多是横向展开视觉阅览的，大都是

定高而不断延长的手卷形式，特别是铺展

浩荡的长卷图。赏读或把玩一块松花奇

石也恰是如此，慢慢轻抚，读懂品透。“千

种冈峦千种树，一重岩壑一重云”，从唐代

诗人阎朝隐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到评鉴

松花奇石的影子，从中感到松花奇石的仪

态万方。

中国艺术精神孕育于山水间，也就融

入于松花奇石之中，山水石道、依然禅悟，

松声万壑、仙然洞天。一块松花奇石是一

片既朴素也惊艳的山水世界、田园时空。

氤氲在里面的，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桃

花犬吠、篱笆故人，日出月白、生命起落。

其阳光点化、清风指处，安居赏石、田园耕

读，晴耕雨读、问道松石，相陪伴的是春溪

花、夏径松、秋壑月、冬峤雪。搁在古时候

这便是：一窗月光、半壁山房，几亩园地、

四季蔬粮。松花奇石给予石友们的，是清

新朴野、温润平和，是松江松韵的长白山

气质：自在、知足、乐道！看似云淡风轻、

平淡无奇，细细思量，却能在平缓的节奏

中感知到一种强烈的乡音乡愁，渐渐唤起

石友内心里的柔软与共鸣。

松花奇石美在心，在于石之心和人

之心的无障碍和无条件地联通。案上一

石，心田一园，问石访石大文化，上石下

石小春秋。步在自家亭廊，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抚柳笛声残，夕阳

山外山……松花奇石的古典，咫尺之内

有乾坤。

松花石之秀，秀在内外兼修

松花石的秀，在于既出于里，还显于

表的内外兼修。松花奇石像是一座独到

安详的院落，里面安放了很多的东西，只

是你搁下它们过久了，忘记了都摆放了些

什么东西，只好找找看了。不过，只要你

来到它这里，只要是用心地找，就一定会

有意外的收获。自然状貌、乡土风情、岁

月沉浮、时光过往，慢抚松花奇石让你想

起很多的谚语、俗语和成语、暗语，那里有

很多历史的旧址、光阴的旧址，它帮你拂

去尘埃，想起某个情节、某个细节。

松花奇石后来投身于阴阳合历里安

身立命，从融入、融化到溶解，寒山雪暖，

春江水润，“静居陋室观天下，闲坐书斋阅

古今”。松花奇石，看去沧桑却更俊秀，纹

理层叠镌刻下宛如世间的年轮，浓墨重

彩。石头是最早的文字及史书的载体，接

着是竹、木、绢、纸，而后是无实物的电子

声音和互联网上的文字，松花奇石却由直

接的载字方式转换为内心存储的意象方

式，成为适应光阴行进和奔走速度的万应

物，可谓是突出的代表者。

烟火是人世间的四季，山水是永恒大

自然的四季。由面入心的松花石，四季吉

祥的松花石，从关怀的写意到灵魂的生

长，依然如故，可珍可惜。只要人类还需

要经典，这一片特殊的天地就会好好存

在，就会被深切地翻看和品读。“诗是世上

痛苦和疲倦后甜蜜的旅馆”，那么一块松

花奇石就是一座微缩的诗歌旅馆。

不是所有的石头都有骨头，人各有

志，松花奇石大有人之志和人之智，冰冷

彻骨而不寒，烈火炙烧而不烫。这就像古

代文人的骨头比时间更硬，所以才被留存

在了历史当中而不朽。

松花石之爱，爱在凝神聚气

松花奇石的爱，在于扎实潜藏、厚积

薄发。爱在内，也在外。“千载历史酿作一

壶浊酒，万里江山化作一尺丹青”，神异色

彩，迷幻感受。这源于宋人定型了花道、

香道、茶道和瓷道，寄寓了花茶瓷以静观

沉思的精神理念，这些理念精神到了清代

以后，也寄寓在观赏石道上。

松花奇石，潜藏着深藏不露的品质，

它的有山则高则秀、有水则深则幽的内

在，你要慢慢看才能看得出，犹如万物的

缓慢生长，里面拥有着节气和气节，像一

个水声潺潺的泉眼。一块或一款松花奇

石，以睡美人般的静态，有的在书写李白

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有的在诵读苏轼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还有的在品味“无限

风光在险峰”。松花石和松花奇石的范

儿，就是松花石和松花奇石的精气神儿！

寻找这个范儿，是在找寻松花石的品相、

成色、器宇、分量所呈现出的一种光华、气

质和修养，还有遵循“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的气场原则。

松花奇石就像是你的一张“老照片”，

只是艺术化地抽象了些，好在它忠实地引

导了你、引起了你的张望和回首，唤起了

你心底的非常清晰的那片记忆！所以说

抚摸和品读松花奇石，首先是在重温自

己，重温经历的风霜雨雪和阳光彩虹，也

就是唤起自己所经历的美好，更准确地说

是抵抗被遗忘！松花奇石不只是外表上

的剔透和华丽，还有热爱、本色、质朴、恢

宏的内质，这更是与吉林的长白山的人文

精神紧密相合，也成为对于松花奇石的欣

赏和审美的基调。

说来，松花奇石族群是天然的色彩美

学卷册，松花奇石的美妙与人生的美妙之

间，多在不可思议和不经意之处。人生旅

程，处处观瞧、走走停停，出入官府隐宅、

市井边塞、名山大川，自然是炫彩无尽。

由色彩所呈现出来的物象或器物不一定

就是最好的，但色彩一定可以构成最美的

物象或器物。在色彩的意义上，松花石与

汉服就有了类比与借鉴的关系。中国古

代的颜色系统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五正

色（青、赤、黄、白、黑）、五间色（绿、红、流

黄、碧、紫）形成基本的颜色系统，对应天

时地理。在四季的“颜色季语”里，有不少

与松花石长白山的特征直接关联的颜色

名称：如松花色、风入松色、吉金色、冰台

色，有“石”字的石英色、石莲褐色、石发

色、石榴裙色、石涅色、石蜜色，有“白”字

的白青色、余白色、东方既白色、月白色、

草白色、酂白色、黄白游色、青白玉色，有

“绿”字的绿云色、二绿色、石绿色、绿豆褐

色，有“春”“碧”字的春晨色、长春色、春碧

色、碧山色、碧城色、碧滋色。松花奇石不

仅以自身俏色为紫禁城故宫里的色彩美

学作出了贡献，并且还为色彩的精准命名

助了一臂之力。春色季语里有一个色名

就叫“松花”，是春天里的一种奶黄颜色的

名字；还有一个色名叫“长春”，是春天里

的一种粉红颜色的名字。依据松花石的

此特色，已经相应研发出并应用的高级型

升级版的工业染剂和添加剂等，如萃取制

造美术创作用的绘画颜料和工业制剂用

的染料等等。因色彩缤纷而怡然翘楚的

松花奇石，已经不仅作为故宫文化浩浩大

渊中的涓涓一滴，还是其中鲜明而醒目的

一滴。

为长白山十六峰命名的清末秀才刘

建封，在100多年前的《古玉辨》中就论述

过“色沁名称”：“绿有松花绿、苹果绿、蕉

芽绿、瓜皮绿、鹦鹉绿……白有鸡骨白、象

牙白、鱼骨白、糙米白、鱼肚白、梨花白、雪

花白。”还以“足见底气化生万物”，诠释了

松花奇石等物象。这些都成为在吉林、长

白山大地上匍匐于大地、全力“向上拔”的

生命感的精神写照，而其中松花奇石多以

层层叠叠向上挺立支撑而壮大的形象意

象尤为生动突出。

繁花似锦，花好月圆。由色彩到体态

到热爱，秉持对历史、对先辈的敬畏之心，

再一次地沉浸到新的历史当中。松花奇

石，让你生活在近处，诗意在身旁，远方到

眼前。

诗意无尽松花石
□冯 堤

王 宇 摄

张洪国 摄

张洪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