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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长河悠然流淌间，总有一些地方，宛如隐匿于

岁月深处熠熠生辉的明珠，不招不摇却又穿越经年而引

人入胜。位于国道G331长白段、距离长白县城以东3.5

公里的马鹿沟镇果园村便是那样的一处打卡地。

果园村，名副其实，村里村外随处可见或零星、或集

中生长的各类果树，春来花闹枝头，微风轻抚便有缤纷落

英；秋至则果香四溢，沁人心脾。村前直通国道G331长白

段，更有鸭绿江缓缓流过；村后则有长白山南坡山林之势

为倚，幅员390公顷的行政村，如一颗镶嵌在长白县东南

隅的明珠，古朴晶莹，柔光四射。

村门建筑为牌楼，牌楼顶部用仿古青瓦覆盖，整体为

玄武岩砌筑，是果园村的标志性建筑。整体设计壮观厚

重，牌楼匾额上是由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亲笔题写

的“长白朝鲜族小康村”八个大字。

从牌楼前拾级而入，眼前豁然开朗起来：精致的小型

广场一侧，有溪水蜿蜒而至，先有廊桥，再有木质水车，又

有鹊桥，再有垂柳伴溪，溪流微宽处清晰可见小鱼穿游；

另一侧则是采用鸭绿江中的鹅卵石、天然大理石和名列

中国五大篆刻名石之一的长白玉砌筑而成的“文化墙”，

那是一面以白黑为主、配有七种色彩掺杂其中的石墙。

墙面设有错落有致的圆、高、方等多元化窗格，其间放置

了淘米盆、顶水罐等朝鲜族生活用品，大理石的墙面上刻

有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长白，我的故乡》……人们

用这种博古架一样的墙的形式，讲述长白朝鲜族自己的

故事。一时间，让人难以分说广场与水系和石墙景致之

间，谁是谁的背景、谁是谁的点缀了。

与村门牌楼相对应的，是一座四方城的建筑，名为

“巨矢城”。屋顶是朝鲜族传统建筑中的四坡水样式，有

传统官式庑殿顶的建筑特色，只是正脊上并没有鸱吻和

戗脊上的神兽。灰瓦白墙在穹之幕下，显得那么恬静、那

么淡然。巨矢城的耳房设为村委会办公室和民兵执勤

点；正厅设展览馆，有书画、民俗、奇石等展区，展品均有

长白朝鲜族的地域属性。

巨矢城外一侧是由纯铜铸造、总重量达500公斤的铜

牛，那牛脊背坚挺，装得一车烧柴正稳步前行。无论是出

发还是路过或是回归的人们都喜欢去摸一摸那铜牛的犄

角或是脊背，或许这是一种关于坚韧、执着、担当等力量

的传递，又或是对满载而归的心理慰藉吧。

巨矢城另一侧是一处仿古朝鲜族民间霸王圈建筑形

式的民居，名“稻香居”。木架结构，屋顶以稻草覆盖，房

屋正面开3扇门窗通用的“门”，屋内有寝室、客室、厨房和

仓库。寝室有大平炕，仓库里放置着农民用来背烧柴的

背架、轧冷面的冷面架、磨谷和做打糕用的“捣碓”等常用

工具。墙壁内外皆涂以白色，整洁干净，是早年间典型的

朝鲜族农居的代表。

果园村内公路笔直、整洁、通透，路边那些白墙青瓦、

屋脊两端微微翘起的极具朝鲜族传统特色的民居屋舍，

错落有致。有的人家的院子里，还摆放着擦拭得清清亮

亮的缸、罐、坛等，有闲置倒扣的，也有盛装物品正放的，

皆排列整齐，虽静默无语却又以物的形式散发着浓郁的

生活气息。

长白县果园村，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2005年4月，

为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多

民族融合，深度传承朝鲜族文化，改善边境少数民族农民

的生产生活条件，果园村实施以“推进旅游产业开发”为

核心的全方位规划、改造与建设，同年10月，果园朝鲜族

民俗村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果园村还将尤茨、花牌、秋千、摔跤等民间游戏纳入

旅游服务当中，让朝鲜族民俗文化与人文景观在这村子

里交融、生辉。

如今，果园村已是集民俗展览、康体娱乐、人文景

观、餐饮购物、民居服务、生态度假等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性民俗旅游场所。村内有近10个生态采摘园，无论

是孩子们的假日游学实践，还是利用闲暇领略长白朝

鲜族风情，抑或想品尝一下长白朝鲜族特色菜肴等等，

在果园村都能信手拈来。首届金达莱山花摄影节、长

白朝鲜族民俗文化节暨高山草原露营节、朝鲜族民俗村

篝火美食星空趴等活动，都在果园村这片土地上开启，

又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这颗明珠的柔光向更广泛的

时空四射开去。

夜幕降临，果园村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而迷人的面

纱。月色如水，温柔地洒在宁静的村落之上，给整个村庄

增添了几分静谧与祥和的气息。山风与江流相和，仿佛

在诉说着果园村的前世今生，又似在为这片宁静的土地

吟唱着一首安谧的摇篮曲。此时，若漫步在村间小道，呼

吸着清新宜人的空气，仰望着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所有的

烦恼都可在那一股宁静与惬意之间，烟消云散。

长白县果园村，就是这样的一处打卡地，吸引着每一

个渴望探寻美好、感受别样风情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远离

都市喧嚣，细细品味乡村宁静的同时，探寻并享受这里的

慢时光、慢生活，与那缕古韵与民族风情交织的柔光相

拥、相融……

古韵与风情之光
——长白明珠果园村印象

□朱云霞

G331国道上的抚松县露水河，古木参天，一片未被世俗喧嚣触及的净土。每一

座山都静静屹立，茂密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远眺如墨，蕴含着一种深沉气场，显得庄

严而冷峻。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光中，走过这条神圣的大路，内心充

满了平和与安宁。

大清围场三百年

G331国道穿越白山松水，追溯参乡林海那久远的历史脉络，在茫茫远山和滔滔

江水里，留下了一代王朝的起点和背影。

露水河，镇小林多，因驻地一条叫作露水河的河流而得名。据《抚松县地名志》

记载：露水河清朝初期属于龙兴之地，列为大清参山围场，清廷派人在此进行围猎和

采参，不准任何人进入，直至民国初年才有猎户和参户到露水河畔居住。

当迈进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皇家围场，恍若走进幽深神秘之境，斑驳光影的

林间小路、湛蓝如镜的碧泉湖、柔美刚毅的白桦林，无尽沧桑往事似乎在天地之间畅

快倾诉。

露水河多猎手。筑木屋于深山，待秋凉牵猎犬而入林海，猎人又称之为“御

围”。“御围”顾名思义是皇上行围，咸丰朝之前他们要把活鹿捉住进行饲养，送到北

京放置皇家围场或“木兰秋狝”时使用。晚清围场开放，设垦务局招民开垦，炮手们

“击捕狐鹿猪狼熊彪，昔者目的在捕貂，刻则不择何类，悉予猎取；彼等用旧式之火绳

枪，连日跋涉山野，以睇兽踪鬻其皮为生”。“炮手”即猎人。

猎人们把这种狩猎的方式称为“走山”。在露水河无边无际的森林和黑土地上，

捕鱼的人和捕兽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万物食物链中的一环，甚至认为自己终究会

“走”回到山林中，化为尘土。

“走山”时，捕鱼的人通常在山中的小溪沿岸附近生活，徘徊在河口；捕兽的人则

住在山沟和林谷的小房子里，尽量靠近森林。无论是捕鱼还是捕猎，他们都会熟练

使用各种工具，陷阱、套索、网挂，轻车熟路。捕杀野兽有时反而会成为野兽的食物，

他们面临着和野兽一样的命运，务必小心翼翼。

这些猎人所使用的武器相当简陋，并没有太大杀伤力，捕杀猎物之后，武器都当

防身来用。然而，面对强劲的对手，猎人往往也会退避三舍，“一猪二熊三老虎”，困

兽犹斗，生死之间，如没有绝对把握，通常会选择悄悄离开或者将猎物惊走，倘若硬

来会付出血的代价，这是无数猎人留下的生命教训。

山林之中有些捕兽的陷阱存在了上百年，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尽管已经失去了

功能，其形状和遗迹依旧非常清楚，成为狩猎历史的见证。

G331国道上300年大清围场，至今依然有着数不清的人和动物的故事。

遥远的“猎技”

G331国道露水河段，山野带着刻骨铭心的严寒，这里是抚松冬季最为漫长的乡

镇。冬季是狩猎的时间。森林以外的天地都被迷茫的云雾所笼罩，一场场大雪铺

天盖地，除了群山岿然不动外，滴水成冰的森林里依然会有动物出没。

气候严寒却改变不了长白山地区物产的丰饶。人，远远相望着猎物，仔细观察

它们的影子，极富野外生存的隐蔽技巧和持久耐心，这并没有使猎物感到不安。这

是大森林里特有的默契，“春不打母、秋不打公”“不打幼崽、不伤怀胎”是狩猎准则，

更是猎人的共识。

狩捕名曰“打围”。打围环节首先要“描踪跟踪”。当猎户“打围”时，推举素有

经验的人，视山岭的形态及山林的稀密与面的广狭，就可知其兽类的多少，忖度之

间必须判断兽出入之路径，然后设法围击。开枪后的跟踪是对体力的考验，一旦追

击“或遇兽受微伤，未能遽毙，负痛跑回巢穴，猎者随追随捕，即能够完全知其踪迹，

嗣后即便于搜取捕获”，非达目的不能停止。

“枪手等仗”是打围最重要的环节。猎人每一队中必选拔最善于射击者二三

人，查看兽类走过的路线，即可知其出路，按其出路的适当地点埋伏下来。猎人像

狙击手一样目不转睛，名为“等仗”，只要兽类由林内闪出时即瞄准射击，“等仗”的任务就随着枪声宣

告完成了。

“选拔赶仗”则是最辛苦的。猎人的队伍选出三两个善于登山跑远的人担任“赶仗”。他们不用

武器，而是手执木棍，看好野兽的出入路线，布妥阵式，向“等仗”的同伴发出暗号，这三两个人通过兽

道闯进林内大发喊声，一时之间山岳震动，使林内伏兽惊慌奔走，落入射击范围内。

“背锅打杂”也是辛苦的差事，名曰“打杂”，是专为猎人的饮食及背负锅灶行李用具的人。他

们通常都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听候追踪、伏击、赶仗的驱使，猎人追击时掉下的鞋帽、衣物、零碎

物品都由他们捡回来。“打杂”所分得的利益并不比其他猎人少，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没有猎

工高低之分。

G331国道露水河段还有很多隐蔽的民俗，记号就是其中之一。渔猎为生的先民常年

奔波，进入露水河山高林密的大森林里打围，时常会在地形地貌较特殊或利于打围

设伏的地带，发现一些猎人们留下的打围记号。打围的猎人们管这些记号

叫作“打树皮”“挂幌子”。“打树皮”是砍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

的树皮卷成卷儿状，放在路口大树杈上。“打树皮”用

的多是白白的桦树皮，插着树

枝、山花等物，明晃晃的，提醒进山的人附近有“炮手”打围，避免误入受伤。据说，这种善意而通俗的方

法流传了上千年。

《大同报》记载：就猎人组织及捕获方法言之，至所获之兽类极多，以鹿的茸，獐的麝，虎豹的革，青羊

的血为上等，其余如鹿、獐及青羊等的革价值均不甚昂，所得价值仅够充弹药费云。由此可见野生动物种类

之多。

如今露水河早已不再是猎杀的年代，虽然历史与民俗历经时代变迁，但人民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的传统

从未改变。

寻路“猎参”

G331国道露水河段的“猎”风拂过森林，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神奇植物，也在“猎取”之中，那就是人参。

在长白山区域，山民寻找人参被称为放山，放山即“猎山”。放山人行走在森林之中，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对无

际的森林深感恐惧，寻找人参中途不可以乱语，须凝神聚气，细心寻找。

放山人很少有独自行动的，多数组成一个团队。放山把头寻找人参的经验丰富，春秋两季会集结一些同样对

人参向往的山民，走进大山的最深处，同时还要负责团队的行动路线和饮食起居，每一个方位、每一天气候的变化

都要装在心中，选好山场，反复寻找。这是一个极其耐心的“猎山”过程，但有耐心也不意味着就会有收获，因此经常

会露宿于山林之中等待天亮再寻路探索。

在森林里，把头和老把头的尊称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却是两种称谓，前者称谓于人，后者则称谓于神。

漆黑的夜里，大森林幽远而神秘，唯一能安慰心灵的是一堆篝火和老把头的护佑。篝火会带来温暖，也会避免

猛兽的夜袭，老把头的护佑则是心灵的寄托。

放山人会找来一些枯树枝干，搭好小马架子房，铺上软草，就睡在这简陋的临时住所里。到深夜还要把火堆再

烧得旺一些，直至天明。猛兽并不是放山人最惧怕的，在放山过程中令他们感到极大痛苦的事，其实是潮湿。森林

里气候变化莫测，经常会遇到瓢泼大雨，有时一天会有几场雨，加上山高林密，道路艰难，极容易造成摔伤和迷路。

面对林海，寻找人参实在不易。把头对森林足够熟悉，作为团队的核心要始终保持着镇定，避免危险，否则一

行人会被森林吞噬，毕竟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危险，通常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会碰上山洪，会失足摔落悬崖，会突然

遭遇野生动物。

放山人“猎参”目的是明确的，千辛万苦只为找到人参，并带着人参平安离开森林。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情，

默默将参籽埋在挖出人参的林中。这样做会使得人参资源不枯竭，也会令他们感到心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这

份信仰来自一代代先辈的嘱托。

活下来的放山人所带出的故事显得冰冷而隐秘。

露水成河 图腾之地

露水能够成为河流，这份意境恐怕在长白山里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进入G331国道，露水河满眼都是树木。林中一条奔涌的清溪，蜿蜒曲折地流向远方，鱼儿游动的细节都

清晰可见。那稀薄的阳光慢慢穿过山间浓厚的迷雾，呼啸的风声仿佛是白山黑水间跋涉旷野的祖先们来

自远古的呼喊，打破了冬日的寂静。

露水河低沉的兽叫、欢快的鸟鸣、溪水哗哗流淌之声，相互交织，但并不能打破山野久远的寂静，反

而更加空灵。

冬雪千层，露水河的老木头营子、棒槌营子、老村子里的猎户、把头，这一时期通常会把山林里落

单受伤的狍子、小熊带回来，如同照顾孩子一样喂养，并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将它们放回森林。森林千

年的沉默给猎者以无限遐想，他们传说下来的故事不仅有狩猎的技巧，更多的是对自然之灵的崇

拜，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

这是一片“众神”存在的土地，熊虎豹鹰、狼蛇鼬猬都成为各种各样的图腾，千百年来伴随

着长白山下各个民族生生不息，被顶礼膜拜，赋予传说。对于难以捕获和驯服的猎物，人们

甚至发自内心地加以崇拜，只取所需绝不去滥杀无辜。猎手们相信自然的因果，知道自己

的渺小，千百年来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人与兽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各自走着自己的

路。森林的浓密掩盖了辽阔的山野沟壑，向远方一点一点延伸着，衬托幽谷更加神秘。

万物有灵，这些野生动物其实都是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一环，那些经过自然之手

点化的物种，是人心目中存留于世的“神的图腾”，千百年间存在于露水河畔每个

角落。

狩猎作为原始而古老的生产方式，曾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时代变迁，

传统狩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露水河森林公园里有一个“长白山狩猎民俗文化馆”，建成

于2014年，走入其中，一件件古老的狩猎实物和图片，对长白山脉远古狩猎民俗文化

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情景再现，倡导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露气凝成，天赐甘霖；滋荣厚地，繁青万物。露水河汩汩脉动，G331国道呈

环绕之势，在这大地江河之上贯穿出生机与活力的脉络。这条森林所涵

养的漫漫天路，成为长白山众多城市相濡以沫的生命线，通向广阔的

世界。

图片说明：
①②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碧泉湖
③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雾

凇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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