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问道吉线G331
Email:jlrbdbf2@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编辑 曾红雨 孙艺凌

G331是中国北部边境的重要交通干线，被誉为“最美

边境公路”。在吉林省境内，G331途经集安、临江，沿着鸭

绿江逆流而上，经过长白县向北转西，穿越“五十岗”，就进

入了头道松花江流域。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长白山腹地

的漫江小镇，在这里自然与人文相融、历史与现实交织，演

绎了一个又一个神奇而美丽的故事。

从文明初现的旧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额赫讷殷部落；

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漫

江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见证了G331吉林段的前世今生。

（一）

2001年初秋，我由抚松县仙人桥镇中学调到漫江，任

漫江镇中心小学校长。从仙人桥经过国道201至松江河便

踏上了G331，一路奔向漫江小镇。

漫江镇坐落在漫江河谷，由此得名。漫江自东向西流

经镇政府所在地的漫江村。这里江水平稳缓慢，故称为慢

江，因为和水有关联，“慢”后来演变成“漫”字，文献记载

“漫江”为满语，意为大棕熊。这里成为头道松花江源头第

一镇漫江镇。

初到漫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原生态，这里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初到漫江镇小学的第

二年夏天，同事约我在漫江边吃鱼，用罐头玻璃瓶口朝下

放在清澈见底的江里，不一会儿就会逮到很多鱼，顺便用

江水直接炖上鱼汤，那味道鲜美极了！据当地人讲，在没

有自来水之前，很多人家吃的水是直接从漫江挑回家饮

用的。

根据《长白山江岗志略》记述，100多年前的清末，科考

长白山第一人的候补知县刘建封勘察长白山时，在漫江居

住了三日，描绘了当时漫江一带的桃源般美景：“时值天

晴，江水有声，云山入画，樵夫牧童，往来不绝。耕者荷笠

于田间，女子浣衣于江上。村内鸡鸣犬吠，相杂于读书声、

鸡鸣声中。周围数百里外，毫无人烟。忽于深山大泽，独

开生面，另有天地，俨然龙岗后一小桃源也。”也由此留下

了“走过大荒三百里，此处居然有桃源”的诗句。

（二）

漫江镇有着厚重的历史，沿着G331走进漫江每一处角

落，你都可以近距离与古人“对话”，领略长白山区上下五

万年人文历史的脉络。

枫林村位于漫江镇西南大约12公里处，2001—2004

年我在漫江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来村里的小学调研检查，

这也使我有了与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漫江人”跨越时

空的情缘交集。

因为我大学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对“枫林遗址”很感

兴趣。2024年秋天，我约了两个朋友从抚松出发，经过

G331直奔离漫江镇10公里之遥的“枫林遗址”，踏访当年

发现“石制手斧”的地方。

遗址位于漫江镇前进村与枫林村之间路边山坡黄土

崖头。这里的山岗大致成南北走向，地势坡缓、视野开阔，

站在这里向东北方向远眺，可清晰地看到长白山的壮美轮

廓，这里距主峰直线距离40多公里。据张福有所著的《寻

访额赫讷殷》一书介绍：“2014年10月20日，我要去枫林村

踏查，我们的车到了前进村与枫林村之间的高岗处停了下

来。我一下车，无意间向路右边的断崖瞟了一眼，惊喜地

看到了一个石器！我几步蹿上去捡起来，细看，确实是个

斧头状的石器，打制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没残缺，略有使

用痕迹。”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

制手斧。

手斧制作工艺精湛，器形优美，是非常标准的手斧，可

与西方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媲美。它彻底否定了西方考

古界奉为圭臬的“莫维斯线”假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此

外，专家们后续还在手斧出土地点附近采集到旧石器石

核、黑曜石刀片等十余件标本。有力地证明了五万多年前

的长白山地区就有人类居住，而且文明程度非常先进。由

此解开了漫江这一地方神秘的面纱，改写了长白山，乃至

东北亚的历史。

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路，长白山作为满族的发祥

地，一直以来备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在开发保护、踏查

朝拜长白山的300多年的岁月里，从水路到陆路，一条隐形

的G331长白山之路不断延长、拓展、变化着，它承载着长白

山人的梦，联通八荒，走向了21世纪的崭新时代。

漫江是明清时期长白山三大部落之额赫讷殷部的主

要居住地，这里曾经发现了近代的“漫江营”。三百多年前

的清朝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内大臣武默纳等奉康熙上

谕踏查长白山。当时，由17条船组成的200多人团队溯松

花江而上，在两江（现在的漫江、锦江）交汇处登岸，在附近

的漫江镇的孤顶子建造了早期的木刻楞房屋居住，后来形

成了木屋村落。返京后，武默纳题写《武默纳题奏》，记述

至讷殷地踏查长白山之经过。至今，在漫江与锦江汇合处

的两江口依稀能看到当年建造的“码头”遗迹。锦江木屋

村、讷殷古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成为G331

边境公路网红打卡地，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游玩。

一条路谱写了富民兴边的辉煌诗篇，更承载着中华民

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临江、长白、抚松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主要区域，

抗日战争期间，连接长白县与抚松县的唯一交通线基本隐

藏在深山密林和河谷地带，靠的是马拉人背，为赢得民族

解放、夺取抗战的胜利，在人员转移、物资供给、情报传递

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条边境原始的交通线便是今

天G331的前身。

2023年，我与长白山绛珠草文学社的文友们驱车来到

了“老黑河抗联遗址”参观。这处抗战遗址群位于G331旁

的漫江镇东南方向，直线距离13.2公里，遗址占地面积约

20万平方米，是抗联二军1935—1938年的重要活动区。

水井、英雄树、浮雕、防御工事……一处处岁月斑驳的遗

迹，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前来探

访的人。新开发的老黑河抗联遗址，现已成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G331边境公

路又一新的打卡地。

（三）

G331也是一条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生态旅游于

一体的“黄金走廊”。

“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康熙《望祀长白山》中的

诗句，用来形容漫江、抚松乃至长白山的原生态环境再贴

切不过了。

始建于2014年，2016年投入使用的长白山鲁能胜

地，现易名为长白山华美胜地，位于抚松县漫江镇的原

枫林村和前进村，东倚长白山，地处三江交汇处，是一处

集休闲娱乐、滑雪研学、生态保护、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国

际级生态旅游度假示范区，是G331吉林段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长白山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粉雪结晶程度、蓬

松度、软硬度适合滑雪运动，G331漫江段也是长白山区滑

雪场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从初级的练习雪场到可以承

办世界级比赛的专业雪场应有尽有。冰雪旅游已经成为

长白山旅游的一个重要支点和热点。

三江源、漫江红柳、天目温泉、锦江大峡谷、万达国际

旅游度假区……沿着G331一路走来，裹挟着青草芳香，

鸢尾花的姹紫、杜鹃花的娇媚、冰凌花的傲骨，桃源美景

待君赏，一路繁花一路收！一条路用千万种姿态的盛放，

将每一个季节酿成了一首首芬芳的诗篇、一幅幅动人的

画卷！

2025年9月，沈白高铁将开通，必将为东北东部，特

别是长白山的客流、物流、旅游打通更加快捷的大通道，

长白山地区也将进入高铁时代。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

的重大工程之一，G331吉林段改扩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正加速推进中。该项目建设里程761公里，总投资93.6

亿元，计划2025年底完成。从抚松县的漫江镇锦江村起

步，到长白山管委会的二道白河镇，全长83.19公里的

G331环长白山线改扩建工程已于2025年3月全面开工。

这条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建成后，将与沈白高铁并驾

齐驱，成为吉林省东部沿边开放、兴边富民的旅游大道，

将有效带动沿线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

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G331，一条红色之路，

一条生态之路，一条富民兴边之路，一条希望之路……吉

林旅游品牌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如滔滔松花江水，冲破千

难万险，奔涌向前！

漫 谈 漫 江漫 谈 漫 江
□石宪华

沿着G331，走进长白山第一村奶头山村，四周森林环

抱，空气清新微甜，一排排民居有着浓烈的朝鲜族风情，是

长白山旅游的打卡地。走在村里，游人如织，一处摆满石

制工艺品的小店吸引了我，这些石头纹理灿然、色泽各异，

有着天然的雍容大气和典雅庄重之感。

经营石头的商贩告诉我，这种石头叫松花玉，这些摆

件、砚台、首饰都是来自300年前的清代皇家古采场，是制

作松花御砚的石材，极具收藏价值。

我想看一看这个皇家古采场，就约了一位向导，直奔

两江镇。原来，1983年，吉林省地质局宝石分队在安图县

两江镇二道松花江边，寻觅到了当时采挖石料的痕迹和遗

址遗物，后取样专程派人去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所藏的松

花玉砚进行了对比、化验、鉴定，证实了安图确有清代制砚

同样的松花玉。同时，经故宫博物院专家现场考察，亦印

证了松花玉皇家古采场老坑就在安图县两江镇。

安图县素有“长白山第一县”之称。1911年，安图县首

任知县刘建封监修的清代宣统《安图县志》记载：松花玉，

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歙坑之

右。

驱车到两江镇，向导站在山道边上，指着山脚下的河

流说：“这就是富尔河，是松花江的支流。”又指着对岸元宝

形的山岭说：“那就是砥石山，山里藏着松花玉的矿脉。”

康熙皇帝在《松花石砚制砚说》记载：“盛京之东，砥石

山麓，有石垒垒，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握之则润

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良材也。命工度其小

大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磨隃糜试之，远胜绿端，即

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爱装以锦匣，胪之棐几，俾日

新文墨。”

《修务训》记载：“剑得砥而能利。砥，砺石也。”砺石

就是磨刀石，砥石山原名磨石山，因为出产皇家御砚石材

改为砥石山。典籍的记载可以和皇家古采场相互印证。

来到皇家古采场附近，对岸绝壁高耸，河床水色淡

青，采石的痕迹依然可见。向导指着对岸绝壁告诉我，那

就是皇家古采场。300多年前，采石的匠人利用热胀冷缩

的原理，把绝壁上的石材用火烧热，再泼水降温，石材一

胀一缩爆裂成块，用撬棍撬下，在江边挑选，把合适的石

材用爬犁沿松花江运到吉林，再送往北京。

清代松花石采矿址“老坑”多出产大块石料，颜色有

紫绿、灰紫、云青、灰绿等，现已设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驱车沿着一条窄路来到古采场的山顶，向导指着山

间公路告诉我，松花玉主要集中在两江镇六人沟村，距老

坑约5公里；汉阳村，距老坑约20公里；石人沟村，距老坑

约7公里。这些村的溪流沟谷都有松花玉发现，出土了许

多珍贵的松花玉砚材和观赏石。

向导指着山下的富尔河告诉我，为什么河水淡青，就

因为河底有松花石。河床多出产大块石料，颜色青绿、雨

青、淡绿较多，适合制作茶台、松花砚、生活用品等，出产石

材有金星、铁灰、黄绿、紫灰、淡绿等颜色。河两岸都有松

花石露出地表，民间多当作奇石出售，造型奇异、纹理灿

然、有富贵气象。沿河采掘的松花石以浅绿、青绿、鸭蛋

青、雨青、云青为主，紫色、金色、黑色、白色也有发现。

砥石山矿脉是3个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地之一，脚下

就是近年新发现的松花石矿床，位于北纬42°47’—43°

09’，东经128°01’—128°05’。矿床面积2.84平方公

里，属同生浅海静水沉积矿床，矿体总长600米，宽178米，

平均深度42.45米，已查明松花石储量170万立方米、460

万吨，是全国目前发现唯一的特大型松花石矿体。该矿藏

是安图县“十四五”规划重点矿藏开发项目。

经国土资源局组织钻探，已探明松花矿石呈墨绿色、

灰绿色、浅绿色、瓷白色，属于微晶及泥晶结构，为层状及

块状构造。我们来到位于松花江和富尔河之间的六人沟

村，几乎家家都有松花玉。这里既出产松花石大型石料，

又出产奇石，好多松花石收藏爱好者到村里寻宝。

走进临近松花江边的石人沟村，这里出土的松花玉有

绿纹、紫彩、紫灰、黄绿、云青等颜色，纹理细腻，适合雕刻

葫芦、葡萄、家居摆件等。

安图有一批松花石雕刻经营者，雕刻技艺列入吉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原创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发展

松花玉产业，是安图人的奋斗目标。向导邀我几年后再沿

着G331来安图看看，那时松花玉雕刻一定会更加精品迭

出，享誉四方。

回到奶头山村，我专门买了几样松花玉小摆件和饰

品，准备回家送给妻子和孩子。皇家石材，有富贵气，家里

放几样小摆件和饰品又不占地方，还能平添吉庆祥瑞的寓

意，何乐而不为。

皇 家 古 采 场
□安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