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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的冬

月 ，“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之行

曾到访集安市麻线乡江

口村，沿河曲折的村路引领

我们绕过山川的阻挡，将美丽

的河畔村落呈现眼底。雪色映衬

下的山村静谧而安详，屋舍依偎在大

山的怀抱向南而踞，随地势起伏错落有

致，白墙黛瓦昭示着淳朴与厚重。潺潺溪

水奔向浅绿、宽阔的大河，为沉寂的冬日增添

了几许生机，河畔两侧的葡萄和五味子藤褪去了

一载的繁华与疲惫，稀疏的枝干上依稀可见遗落的

果实。祥和的山村宛若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散发着闲适

与恬淡的气息，这里便是我曾有幸耕耘过的地方。沉浸于

山村的清幽却无暇多赏，大山深处蕴含的神秘还等待着我

们去探索，“皮德记”“妈妈哨”两个古老沧桑的屯落名字，承

载着江口村的历史与悠长。

时间回溯到2021年的10月，我被选派到江口村开展边

境村驻村帮扶工作，出于职业的敏感，在闲暇之余，经常到

村落周遭的山林沟壑间踏查。次年的初春，于“皮德记”西

侧山谷缘溪而上，行约四五里，在树木掩映下的溪流两侧及

高地上与多处石块垒砌的基址不期而遇，遂向年长者询问

过往，或言村落先人早期为躲避匪祸远居深山，或言平整富

足的土地为地主所占，村落先民只能于深山居住，而这些基

址便为村落先民居住的故地。问及村落的久远，即便年逾

九旬的老人也不知始于何时，且言在古村落所在的深山顶

端，有一个被叫作“大架子”的地方，曾为抗联练兵跑马之

处，而具体位置只有几位老人能够准确找到。迫于山高路

险，在我驻村期间一直未能一探究竟。无论是古老的村落

还是抗联的遗址都一直令我魂牵梦萦，有幸参与“揽胜·探

微 问道吉线G331”文化采风团，故此，向一行专家建议踏

查江口古村遗址，并于2024年冬月入山。

深冬白雪粉饰的群山暴露了生灵的足迹却隐藏了历史

的印记，记忆中的位置难以辨识，在村民的引导下，考察队

翻山越岭，几经周折才找到那片石头堆砌的聚落，一排排的

垒石广布于方圆数百米的山腰，形成大小不同的方形，规模

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同行专家张徐凭借多年的田野调查经

验，认为这样大的聚落可能是古村落遗址，更有可能是棒槌

营子，而要探明所以，则需待冰雪消融后的再次踏查，或需

介入考古发掘方能得知。对于村民所言的“大架子”抗联遗

址，由于积雪阻路，便不得已半途中止了。考察组带着遗憾

结束了初次探秘之旅，但初访之遇增加了对大山深处继续

探索的向往。

2025年5月初，为弥补遗憾，我再次踏足江口，拟对古

村的历史进行深入挖掘，揭开大山深处的神秘。江口村之

所以名之“江口”，缘于蜿蜒数十公里的太平河于此处汇入

鸭绿江。河口区域水面宽阔，向陆地延伸百余米，据传，

鸭绿江放排曾于河口处停歇，并于此处上岸休整、娱

乐。“皮德记”便是放排人经常休憩的地方，或为曾

经大山深处的古村落，而“皮德记”名字的由来

却未能明考。如今这里变成了清平世界，山

民陆续迁入河畔两岸，河口成为渔民下

江捕鱼的港口。青山映绿水，水满鱼

儿肥，今天的河口区域，是一处天

然富庶的渔场，即集安市著名的

绿江源渔场。渔场北侧矗立

的仿汉代建筑风格的高

句丽主题文化酒店

——豆谷离宫，在

青山绿水的环

绕下形成一

道美丽的

风景，成为集安市颇负盛名的打卡地。

“妈妈哨”的名字则源于古老的鸭绿江放排。“妈妈哨”

是江口村十组的故称，据传，曾经的鸭绿江放排经过此地，

水势湍急而急转，放排人经常于危险中惊呼“妈呀”，故而得

名，因此“妈妈哨”曾是放排人的噩梦，是放排人九死一生的

险途。上世纪80年代初，在鸭绿江下游修建渭源水库，“妈

妈哨”一改昔日之险，水面宽阔平静，成为渔民停泊渔船的

港湾，更是闻名集安的垂钓胜地。山色倒映、水美鱼肥，远

眺亦可观异国风情，于此静谧幽深处亲近自然、放松心情，

好不惬意，不禁感慨：秘境探幽，小窥山河，美当如斯。

5月的江口春风和煦，细雨涤过的春山，绿叶初绽，

娇嫩翠绿。春寒料峭的清晨，备好充足的补给，在两

位村民的带领下，乘坐三轮摩托颠簸于凌乱的石

头小路，向白雾笼罩的大山深处进发。行至半

山腰，枯树横亘，弃车步行，村民引领我向

上攀爬，不时用镰刀割断旁逸小径的枝

条。随着朝阳的升起，雾气渐渐散

去，视野所及愈发清晰，很快我便

与那片石头基址再次相逢。没

有了雪的遮掩，石基的轮廓

清晰可辨，一方方随着

地势起伏错落有致的

基址，可以确定为

古 村 落 的 房

基，除去几十

个集中的基址

外，还可以看到

一些零星分布的房

屋基址，见证着大山深

处曾经的热闹。虽然基址

内部的枯树诉说着村落的古

老，但依旧未能知晓这里始于何

时。然而石头垒砌的不都是房基，

据说山民为种植人参，将稍微平整的土

地里的石头捡拾出来，在参地的边缘堆砌

成墙，或为了构造平整的山地，用石头筑堤，

相当于梯田，但这样的石墙旁都可以看见耕种

过的痕迹。

穿过古村落继续向大山深处探寻，可以

看到许多白色的绳网，这些绳网一直延伸到

山顶，其圈围的地方是今人种植林下参的区

域，绳网主要用于阻挡野猪啃食人参，但村民

告诉我这些努力是徒劳的，播种的人参早已

被野猪啃食殆尽，偶尔的残存可能会成为赶山

人的幸运。

历经3个多小时的攀爬早已让我筋疲力

尽，短暂的停歇未能阻挡我的汗流浃背，然而

对山顶故事的期盼支撑我继续前行，终于传说

中的“大架子”距我仅在咫尺之间，而山顶两侧

林立的巨石勾起我很大的兴致，攀爬至每块巨

石的脚下，梦想这里会有前人留下的足迹，抑

或前人隐秘的洞穴，但是除了疲惫别无所得。

或许是有感于我的真诚和不懈，攀爬至“大架子”的下方，

我突然发现一块长约4米、高约2米的巨石，横卧在山林

的乱石间，而面向我的一面是那么平整，在平整的石面下

边还有凸出的平直的基石，在石面与基石间覆盖着一层

薄土，我急切地用手抠去薄土，发现基石与侧立的石面是

一体的，这明显有人工打凿的痕迹。而这样的技艺，让我

首先想到的就是擅长弄石的高句丽时期的匠人，而江口

村恰恰处于高句丽王朝的统治区域，这或许真的为高句

丽时期的遗存，只是石面上未能辨识到文字的痕迹，然而

在大山之巅能发现这样人工打凿的巨石已然令我兴奋不

已，期待考古专家能揭开巨石的谜底，揭开大山深处更为

古老的神秘。

人工打凿巨石的发现，更增添了“大架子”在我心中的

神秘，“大架子”是山顶突兀的三座石头峰，两侧高，中间低，

最高处不过10米，而每座石头峰由几块完整的巨石和零星

的石块构成，又好似完整的岩石风蚀断裂形成的堆积，今人

根据石头峰的形状取名“大架子”。在“大架子”北侧的一棵

老柞树下有一个土丘，村民说这应该是抗联战士的墓。“大

架子”西北侧是一片开阔的缓坡，有三四千平方米，坡地向

南倾斜，村民说这里就是抗联练兵跑马的地方。在抗联活

动时期，坡地上应该是一片没有树木的空地，这些树木都是

后来生长起来的，当年抗联战士在山顶上穿梭于江口周边

的大山之间，如与江口村山脉相连的集安市榆林镇治安村、

复兴村，与江口村同属集安市麻线乡的兴农村都存在许多

抗联的遗址、遗迹，而“大架子”所在的山顶坡地被认为是抗

联活动场所，则是江口村民从老一辈人的口中得知并相传

至今，只是我此次踏查没有发现具有辨别意义的抗联遗存

的物证，但与江口大山相连的群山确曾为抗联活动的区

域。攀爬的疲惫，山顶顽石构筑的贫瘠，令我深刻体会了抗

联的艰辛，抗联英烈用无私、无畏与崇高的家国情怀于艰苦

卓绝中铸就的抗联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无论这里是否存

在过抗联英雄的足迹，我都觉得不虚此行。

离开“大架子”西侧这片坡地已是正午，多年的夙愿也

终得实现，为收获而欣喜，为未知而存惑，探寻过便已觉心

安。古村的历史、巨石的来历、抗联是否在这里练兵，这些

未知的神秘，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和历史爱好者去探索，而

能成为最初的探索者，我倍感庆幸，也因自己的执着而

欣慰。

下山的路没有了来时的辛苦，也可以安心

享受大山深处幻化的童话般的景致。崎岖的

山路两侧散布着嶙峋的乱石，大小不一、形

状各异，阴湿的环境为石块敷上了一层

厚厚的青苔，朽烂的枯木交错横卧，

孕育着新的世界，在大块的石头

下边偶尔可见野

兔挖掘的洞穴，远

处时而传来啁啾的鸟

鸣，打破大山的沉默。没

有了浮尘的轻舞，空气无比

通透，阳光穿过嫩叶间隙的斑

驳，滋养着各色的山花，点缀着没有

世俗尘埃的角落。沿途采摘些刺嫩

芽、猴腿、山荞麦秧、山芹菜等，行至半山，

便已收获满满，还会偶遇细参、淫羊藿等野生

药材，这些山菜与药材是大山对山民的馈赠。

夏末至深秋，大山里还会生长各种蘑菇，赶山成为

山村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禁思索，或许今天赶山

人闲暇之余的收获，就是古村落人维持生计的依赖，若没

有先烈的英勇付出，这里还是黑暗的世界，无论是大山之巅

的文明，抑或远在山巅之上的高贵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去敬

仰与膜拜。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仿佛要历经数百年甚至更久；下山

的路是短暂的，顷刻之间便可从幽境步入繁华的市井。下

山的路让山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都市繁华，下山的路留下

了大山深处的神秘，让今人去探索、去回味。

大山深处探秘
□于春英

吉线G331首站集安，这里山明

水秀自然风光优美，这里物产丰饶

瓜果飘香，四季美景牵动着游人的脚

步，而有关这座美丽边境小城的故事，也在

迎来送往中流传开来……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鸭绿江边的集安只有零

零散散的几个村落。这里的人们下江打鱼、上岸耕

田、进山狩猎，个个都是行家里手。

话说这年，冬天似乎来得有点早，庄稼刚收拾利索就

下了一场大雪。那雪纷纷扬扬下了三天三夜，庄稼人把

炕烧得热乎乎的，围着火盆，叼着旱烟袋，唠山南扯地北，

开始了“猫冬”的生活。

落了雪的山山岭岭，各种野兽暴露了踪

迹。那些喜欢狩猎的村民兴奋起来，纷纷三

五成群，带上猎狗，进山围剿野猪、黑熊、狍

子等野兽。

鸭绿江河谷有一块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生长着大片黄柏树

的地方，人称黄柏甸子。早先

的黄柏甸子只有五六户人

家，其中张姓的一户人

家 6 口人，夫妻俩

和 两 儿 两 女 。

丈夫高高的

个子，浓眉大眼，膀宽腰圆，人们都称他大张。

大张爱狩猎，且是高手。那一年大雪之后暖阳高照，

大张带着心爱的猎狗进山了，边走边搜寻野兽的踪迹，看

看都是什么山牲口，奔向了哪个山梁。走着走着，一头野

猪的脚印把他引进了一条山谷，从脚印上分析，这头野猪

有500斤以上。这段山谷是段暖河子，雪下到这里就融化

了，沟谷里冒着一片雾气。正好到了晌午，大张肚子打起

了鼓，便啃了口干粮，趴下来喝了几口河水，抬起头来一

看，野猪的踪迹不见了，大概是野猪也喝了河水，沿着山

谷向上游走了。正当他四处搜寻时，忽然惊喜地发现，山

谷里的灌木丛挂满了一层层的山葡萄，紫微微的葡萄串

上压着白白的雪。他赶忙摘了一串儿，放进嘴里两粒，有

点像冰块裹了蜜，又甜又爽，真是大自然赏赐的美味！

大张决定不去追那头野猪了，深一脚浅一脚回了

家。第二天一大早，叫上媳妇，两人各自背上个大背筐，

拎着㧟筐找到那个山洼。夫妻俩忙活了几乎一整天，头

上淌下的汗水都结成了冰，天放黑的时候，夫妻俩满载

而归。

回到家里，大人孩子满心欢喜，这么多葡萄，怎么也

吃不完，便放到窗外的大缸里储存。过了一段日子大家

都忘了这件事。有一天，大张两口子上山遛套子，拖了一

只狍子回来，刚进院，孩子们就喊：“爸爸妈妈，你们闻闻，

咱家有一股好闻的气味儿。”夫妻俩转了转，不约而同地

奔向了屋檐下的那口装着冻葡萄的大缸。

大缸里的山葡萄发酵了，沁出紫色的液体，散发着浓

浓酒的醇香！

晚饭，吃的是狍子肉炖酸菜，大张叫孩子们盛来葡萄

汁，男孩子别出心裁又到小河边取来了冰块放进去，一家

人吃狍子肉喝葡萄美酒，开心极了。

大张家有好喝的葡萄酒，邻居们过来你盛一瓢，

我装一壶，都夸好酒好酒！

此后，人们都在落雪后进山采山葡萄酿

酒，留待过年或朋友来时分享，并称之为冰

酒。渐渐地，冰酒酿制在鸭绿江右岸传

播开来，随着时间推移，在传统酿酒

技术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外来的酿

造技艺，冰酒酿造技术逐渐成

熟，这就是今天的“集安冰

酒”。

鸭绿江畔
那个美丽的传说

□程伯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