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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山，也是一本书，它的脚下落着两

座石碑，碑上有碑文，碑文遒劲有力，豪迈万丈，

好似有蛟龙要从石中飞舞而出，它们分别对应

着这座山的“书名”与“序章”。我走过去，从左

往右看：“奶头山抗联密营”——这一定是它的

书名；“王德泰军长纪念碑”——这一定是它的

序章。

“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奶头山

抗联密营”意味着这座山上曾经驻扎着一支东

北抗日联军的英雄部队，而“王德泰军长”想来

应当便是这支部队里的灵魂人物了。

再走近些，石碑上印刻于“王德泰军长纪念

碑”之下的几行小字，须眉毕现地在我眼前呈现

出一个年轻的、不屈的高大形象：

“王德泰（1907—1936），又名王铭山，1907

年5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詹

家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北抗

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东

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1935年任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36年3月于安图迷魂

阵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同年，任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转战长白山区，屡立

战功，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

一。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

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

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他出生入死，英勇奋

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1936

年11月7日，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我顿时明白眼前的这座山，是一部以风驭

笔，以身当纸，以战士的鲜血做墨汁，以王德泰

军长为代表的先烈写就的英雄史诗、革命赞歌、

抗战巨著。

纪念碑下，芳草丛中，一束束黄白交错的菊花，叠成一

片——黄菊花代表着恂恂君子风，白菊花代表着缅怀与哀

悼——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群众自发前来献花，为这位先

烈，瞑揖默谢。

我立于这莽莽青山之下，抬头仰望，但见山上嘉树成

荫，蔚然成林，清风飒至，顿起一片碧波，好似仙子拖长裙从

空中漫过，荡起层层绿纹，如梦幻，如瑶池，如岱屿——美，

很美，但美则美矣，却只是这部波澜壮阔的抗战巨著的一页

封面。要想精读于它，必须拾级而上，深入山中，重走这条

热血与钢铁般的意志铸造而成的抗联之路。

说是拾级而上，其实也只有短短的两三段的木质台阶，

大部分的路都是由山石与泥土构造而成，且前两天才刚刚

下过雨，地面湿滑，脚底下黏糊糊的，颇为难

行。好像断断续续的几条摩斯电码，只有使出

浑身解数，方能破译这抗联路之崎岖、抗联战士

之不易。不过这样也好，与其闲庭信步，不如历

经险阻，将五脏六腑于苦水之中浸一浸、泡一

泡，我们的战士当年可是连这三三两两的几段

木质台阶都没有，一路的风刀霜剑、枪林弹雨，

却依然能做到披肝沥胆，而爝火不息！我们又

有什么资格说难呢？

“1935年10月，因根据地遭敌人破坏，王德

泰率第二军军部与第二团撤离车厂子，转移到

安图南部的奶头山，开辟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同年冬，日伪军纠集800余人对奶头山根

据地进行大‘讨伐’……”

“……敌军兵分三路向山顶进攻，王德泰军

长命留守的两个连分为左右两翼，坚决顶住敌

人，他自己则带领军直机关部分战士从正面反

击！”

导游小姐姐的声音柔中带刚，在这崎岖的

山径中，像电影里的一段旁白，像史书里的一段

记载，以慎终追远的笔调，徐徐地向大家讲解着，那是怎样

一群可爱又勇敢的人，以七尺之躯，在那个狼烟遍地的时

代，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

历史无法修葺，但可以铭记，时间无法逆流，但可以历

久弥新！正如辛弃疾为朱熹写的悼词所言“所不朽者，垂万

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石径两旁，花木扶疏，树影相织，阳光穿过叶隙，在泼墨

一般的浓荫之上洒下斑斑点点的红色旗帜，在人的身上、心

中、灵魂深处轻轻摇曳。

长年休憩家中，我的躯体早已铁锈斑驳，步至山腰时，

已然汗流如雨，喘息如牛，仰首眺望远方，远方像诗一样缥

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登顶。好在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处

“奶头山根据地遗址”做“加油站”。每当我疲不能兴，心生

退意之际，这些“加油站”总是能及时地给能量不足的我补

充斗志和决心。当天下午3点半，我终于成功登顶，在一川

绿风中，我竟也有了一丝英雄气概，这应当是本次重走抗联

之路给予我的最大嘉奖。

下山路，像一本书的收尾，它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以飨

读者呢？正这样想着，一阵欢声笑语乘着微风由远及近，款

款入耳，我看见一行人从山的另一面蹀躞而至，听声音好似

南方口音。几个人手里各拿着一瓶矿泉水，瓶口大开，有几

株身材苗条的山参正以芭蕾舞者的姿态立在水中，经瓶身

和水的放大，显得分外婀娜，像是被司春之神定格在时间胶

囊里的自然精灵。

我冒昧地上前询问这几株山参的出处。答曰：山上

采的。

“哪座山上？”

“就是你脚下的这座山！”

我忽然记起来了，上山前导游曾与我们说过，近年来，奶

头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正在大力发展

林下参产业。且为了让游客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当地的乡

土风情，还增添了“在原始森林中寻找林下参”的活动。

看着一行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想这应当是这部抗战

巨著最完美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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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繁华落幕之后，鸭绿江畔的那座都城湮灭在

历史的烟云之中，此后这里曾被封禁200余年。

200多次春绿秋黄，这片曾“国富民殷、五谷丰熟”

的土地，被另一种繁茂所替代。风，吹来了山花野草的

种子；大树，抖落了自己的种子；小鸟，衔来了老山参的

种子……獐狍野鹿，又返回了这里，它们知道，这里风和

日朗，水肥草美，气候温润，是一处宜居的乐园。

清朝政权把长白山区看作是龙兴之地，建起了长

长的“柳条边”，集安属“边外”。边墙开禁之后，闯关

东的人们携着妻子，担着儿女，沿鸭绿江逆流而上，寻

到这块风水宝地，找三块石头立起了灶门，炊烟在鸭

绿江畔袅袅升起。他们开荒种地，打鱼狩猎，繁衍生

息。尔后发现了史书上记载的那座叫作“国内”的城

垣，发现了那块记载一个古老民族历史的好太王碑，

发现了那片“东方金字塔”群。

集安，鸭绿江缠绵着，依依不舍地流过的小城，有

着辉煌的过去，有着多彩的今朝。

春夏秋冬四季，集安人们的脚步总是自主不自主

地移到鸭绿江边。在那里看鸥鸟亮翅，红日喷薄；看

浪花飞溅，日暮归舟。江水缓缓地放慢脚步，那是因

为听到了广场舞的音乐，听到了人们健身的步履声，

听到了孩子们的笑语欢歌。海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

总是要去一睹鸭绿江的风采，去观异国的山色，去看

异国的风情，去问询异国的故事：这段水域成了一条

吸金带！

集安被一江一河拥抱着。小城之南流淌着被称为

绿水的鸭绿江；小城之西则流淌着集安的第二条大河

通沟河，当地人都叫它西大河。西大河紧贴着国内城

的西城墙，人们喜欢到这里游泳、洗衣。还有的喜欢

来这里在石阶上呆呆地坐着，望孩子们戏水，望妇女

们捣衣，望翠绿的山峰上的蓝天白云。也有的人，头

上斜扣个草帽，拎着一盘“挂子”，找个水湾，下网捕

鱼。更有不少钓客，守着两根鱼竿，在那里默默地期

待。偶尔有鱼上钩，在别人的赞美声中，他们会拉出

一条漂亮的曲线。曲线的一头挂着小鱼，鳞片在阳光

下闪烁银光。

城中也有河，那是沿着古城的水系引来的小溪。

溪流上有小木桥，溪水边有红的、黄的花朵，还有绿

树，那是开花的树。透过树的缝隙，是白墙灰瓦的楼

宇，和那两千多年的古城墙。好一幅小桥、流水、鲜

花、绿树、古城的美丽画卷！

古城四面环山。东是龙山，北是大禹山，西是七星

山，南面鸭绿江的对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山。低山，高山，远山，千山叠翠，望也望不断。上世纪

60年代勾画出“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的

蓝图，如今已变为铺展在眼前的风景。古城的周围果树

飘香，集安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集安白桃”

“集安蓝莓”，用鸭绿江河谷种植的山葡萄酿造的“集安

冰酒”是名优特产品，被外地人称为“集安味道”。

大禹山是集安的后山，也是集安的最高峰。每年

初夏，半边山都是洁白的槐花，花香浓郁，把整个古城

浸染得犹如一位槐花香型的美女。那忙碌着的小蜜

蜂，也常常会误飞进你的窗口。

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是集安的一张名片。“洞天

皓月”“仙人台”“藏心洞”“五女戏水”“抗联遗址”“古

代采石场”，都是森林里生长的故事，是这片崇山峻岭

中的“特产”，是浸染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态文化。

集安森林覆盖率达81.4％，是国家生态示范区，

被誉为“吉林小江南，国家生态园”。

鸭绿江水流过的集安是G331公路“吉道”的起点，

游人们赞誉：集安是“中国最美边境城市”之一。一种

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望着窗外那条碧波奔流、

不舍昼夜的大江，不知怎的，我忘情地啍起了电影《上

甘岭》插曲中的那句“我家就在——岸上住……”

在风景优美的鸭绿江北岸，G331国道像与中朝界江同

行的“旱河”，大江与“旱河”同行往，两侧皆是风景的盛

宴。许多座山村，掩映于青山绿水间，其名字多具山地特

色，如马鞍山、新开沟，还有葫芦套、蛤蟆川，等等。长白山

中的每座山村，都是一部漫长的历史。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走进了九道沟村，这里的“沟”，即

是从北侧大山里，唱着歌流出的一条清澈小河，它像个热

切回家的英俊少年，步伐矫健，一头扑进“家门”——鸭绿

江。这日夜听歌的小山村，就在“沟”河的东北边。幽静

中，村路延伸，农家多掩映在老榆树的浓荫里。

风把山野的芳香邀进小巷，我被清丽的风送进一户陈

姓农家。此刻，60岁出头、身材敦实、脸庞黑红的农妇陈

妈，正在自家小院的长方形地瓜秧苗温床前，挑拣着翠绿

的地瓜秧苗。

院里的地瓜秧苗温床，像巨型花圃，秧苗密密麻麻，叶

子挺挺绿绿，葳蕤茂盛，秧苗们好像故意举手搭了架棚子，

把温床下的黑土全遮住了。这些手掌高的秧苗，抬头望着

小院上方的四角天空，温润的阳光如母牛般，给予秧苗䑛

犊之吻。苗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似乎谁也无法挣脱谁，

又好像都在奋力往高长，想尽快甩开对方的纠缠，斩断勾

连羁绊，找到自己的新生之路。在这儿，只要自己健康、成

活率高，就会被主人“选拔”出来，就有机会被农家栽种于

碧野苍天下的大田里，享受成长的快乐。对瓜苗而言，被

主人选中，就意味自己赢得了发展空间。对主人而言，这

些被选出的满筐秧苗，就是全家人放飞生活的热望。

陈家小院，本来就不宽敞，又被地瓜秧苗床占去了大

半，它头朝北面对主房，横卧东西厢房间，四周的过道都不

足两米宽，除去堆于墙下的砖头、木柴等杂物，苗床占据中

心位置，是小院里绝对的主角儿。我想，这苗床有那么重

要吗？一边看陈妈干活，一边与她攀谈，心中的问号如小

铁锤咚咚地敲击着我的脑壳。

刚才，忽地涌进来的十多位男女来客，围在苗床前看

陈妈拔秧苗儿。在不知情中，她突然被围观，众目睽睽中，

自己陡然成了被追逐拍摄的“主角”，她显得有些不适应，

甚至有点紧张。陈妈紫红色的圆脸儿，瞬间僵板、生硬，许

久都不松弛，犹如人突然走进陌生城池，面对多条路，自己

竟然不知该走哪条路了。

再后来，陈妈听到客人们七嘴八舌的问话，才知道他

们多未见过小院里的苗床子，出于好奇心才来问自己的，

比如栽培地瓜苗的常识等等，至此，她的紧张感才慢慢释

放，双方的对话顺畅起来，其表情恢复平静，神态也轻松起

来。

陈妈精气神十足，头顶的遮阳花布帽“绽放”着，一副

不胜娇羞、芳华正茂的样子。她一边拔着碧绿的秧苗，一

边语速舒缓地回答人们的提问，比如到市场卖地瓜秧苗，

每株一毛到一毛二，价格不等。还有地瓜苗要赶在谷雨前

植到大地里，它们一见阳光，就噌噌地长，在地头几乎能听

到地瓜秧伸腰喘气的声音……她语气不疾不缓，声调不高

不低，紫红脸庞活力纷呈，眼光柔润而富有热度，让人们感

到沉实、温暖。

陈妈眼含笑意，从茂密的苗丛中，挑选茎壮叶丰的青

瓜苗，把它们一株株拔出来。看上去每株秧苗生生翠挺、

兴致勃勃、满怀期待，它们早已畅想自己被植入大田，与山

风为伍、与江水相依、与阳光为伴的欢欣岁月……而眼前

的陈妈，却顾不得秧苗们的遐想，她把手里拔出的秧苗间

夹带的杂杈、枯叶掰去，再把它们放进筐里，其精心劲儿像

护理襁褓中的婴儿。

陈妈告诉我，自己家和乡亲们一样，都依鸭绿江而居，

靠G331国道过活，这儿有山林护佑，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日子平平静静，安安稳稳，舒舒坦坦，生活不比大富贵，可

比邻舍不相差，陈家三代同堂，人丁兴旺。老伴儿和自己

身板都好，整天忙忙碌碌，生活得很充实。老头儿“主外”，

家里的几垧田都靠他莳弄，苞米地、地瓜田、黄豆地、水稻

田，他整天忙得像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农忙时节，全家

人齐上阵，一起帮老头儿打理地里的活儿。咱知道，追着

农忙时节种地，就是追咱农家人的大福哇！

陈妈说：“我除了给全家做饭，还得配合老伴儿帮儿子、

儿媳带孩子，两个小孙子都上小学了。小男孩淘得没边儿，

一会儿上树抓鸟，一会儿下河捉青蛙，咱这儿到处都是树林

子、河沟子、草甸子，我老两口儿一眼都不能离开这俩小子，

孩子们一出校门，我们就赶上去，帮他们背书包，让他哥俩

儿手拉手，爷爷奶奶一边拉着一个往家走，从不敢半点松

懈，必须按时接送，这样儿子、儿媳才能安心工作呀！”

说到儿子、儿媳，陈妈语气中充满欣慰自豪：“近年来，

国道江边兴起了乡村旅游热，儿媳做旅游生意，整天可忙

啦！进进出出，跑来跑去，像一只采花的蜜蜂。儿子是村

干部，识文断字有文化，比老妈老爸强得多，年纪轻轻就当

上村会计了，干这活儿不光是脑袋好使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全村人都信任我儿子，他敢承担责任，有颗乐于为父老

乡亲们服务的公心……儿子的这颗心，比金子更珍贵啊！”

说到地瓜秧苗床的事，陈妈的话如溪水滔滔不绝：“这

活儿主要我干。最初建秧苗温床时，老头儿和儿子都来帮

忙，盘个小炉子与秧苗床相连，用砖垒起苗圃床，苗床中间

要砌成火炕式平面，下面有供烟火循环流动的沟槽，上面

盖上砖石板，再添加黑土。早春天气冷，苗床上方还要加

几根铁管搭成拱形棚骨，上面盖上透明塑料布，苗床变成

了小型温室大棚，这类活儿得男人们帮忙干啊。现在是开

春时节，我就更忙了，你们全看到了吧，这个地瓜苗床，全

由我莳弄，起早贪黑地干，就为谷雨前让苗儿长成秧，拿到

市场遇到好买主，说不准我的一株秧苗能卖一毛二分五

呢！”陈妈讲得兴奋了，眼里熠熠闪光。

陈妈半生辛劳之求索，恰似走进了鱼水融合的神奇境

界。陈妈讲述着，情绪上扬，好像脸上的笑意，都带着雨露

似的，楚楚动人。听到这里，我抬头仰望小院上的四角天

空，阳光油彩般流泻下来，陈妈的脸庞，被霞影映红，她俨

然变成了年轻姑娘，春姿勃发，活力融融……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某位先哲的一句话，大意是：只要

人们辛勤劳作，其生活的河流里，就常有阳光普照。

陈妈在自家地瓜苗床边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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