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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信手拈来

馨香一瓣

“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位于

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距离

图们市区 20 多公里。8 月初的一

天，午餐过后，我和9位来自汪清的

客人，驱车沿着省道图和线（图们

至和龙）向着东南方向行驶，前往

白龙村。

在车上，我简要地讲述了白龙

村的传说：白龙村始建于清朝光绪

年初，那时村民常被老虎伤害，当

地的首领就多次发布告驱虎，故取

名为“布瑞坪”（朝鲜语译为发布告

驱虎）。后来，人们以朝鲜族民间

白龙能驱虎之意，将村庄改名为

“白龙”。还有一个传说版本是，在

远古的时候，图们江对岸朝鲜山沟

里曾藏有青龙和白龙，青龙向白龙

求婚，白龙羞臊得逃离出山林，跨

过图们江，来到这个村庄的山脚拐

弯处停歇栖息后又飞走了，从此这

个地方被人叫做白龙村。

话匣子打开了，一位汪清客人

接着说道，“这个传说和咱们汪清

满天星的熊女变仙女一样，都是朝

鲜族民间的美丽传说。”笑谈中，汪

清的徐老师告诉我说：“受疫情影

响，暑假期间大多数中小学校对学

生的出行进行限制约束，很多家庭

不能远游，他们就带着孩子开始了

短途周边游和本地游，这样使得人

们重新发现周边和家门口的美

景。”我说，“是啊，逛一逛本地景

点，一定会为这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感到惊叹，诧异于它的经济飞速发

展、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

不知不觉间，近半个小时的车

程在大家的说笑间过去了，“中国

朝鲜族百年部落”已在眼前。

“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是由

13 座具有朝鲜族建筑风格的房屋

和展览馆、四合院式的朝鲜族风味

餐馆组成，部落房屋风格各异。这

些房屋呈大屋顶形状，屋脊外观是

中间平、两头翘立，中间平如行舟、

两头翘立如飞鹤，瓦饰上雕有绳纹

和吉祥文字。整洁的青色瓦垅、耸

立的屋脊、雪白的墙壁，给人一种

清新、古朴、舒适、整洁的美感。其

间，一座面积最大、最具朝鲜族建

筑特色、外观最醒目的房屋，由朝

鲜移民朴如根于1898年建造、1901

年 9 月建成，是真正的百年老宅。

房屋采用土木和瓦结构建造，无一

根钉子，使用工具为大锛、小锛、斧

子等，所用木材是用木排从长白山

运至此地，建房所用瓦片均由朝鲜

运至，是传统的朝鲜族民居。房屋

坐北朝南，有8间，火炕取暖是房屋

内部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炕的面

积一般占屋内总面积的 2/3，房屋

分外屋、里屋、厨房、牛房、外廊。

这些房屋门窗均为细木格子门棂，

房屋间的隔断全部是木制推拉

门。是朝鲜族传统民宅的代表，具

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

学价值，是中国朝鲜族变迁、兴衰、

演化的历史见证。

当参观到百年部落民俗展览馆

时，我告诉大家，民俗展览馆是由这

座百年老宅的保护者金京南老人建

立的。馆内收藏了朝鲜族日常使用

的坛子、酒壶、铜碗、纺织机等，这些

都是金京南在村民那里买来的，是一

些村民淘汰下来的东西。这些物品

之前不值钱，但是随着人们对民族传

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物品被

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里的每

件展品都见证了朝鲜族传统的生活

方式。朝鲜族是一个具有农耕文化

的民族，所以很多展品都和农耕文化

有关，比如牛的腰带，有的人家会给

犁地的牛带上棕色的腰带，它具有彰

显主人地位的功能，体现了传统朝鲜

族的审美观。

参观中，一位汪清客人说：“当

得知民俗展览馆也是由金京南老

人建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看着

展览馆墙上绘制的百年部落的故

事，欣赏着馆内展示的展品时，我

觉得金京南老人太伟大了！通过

参观这些衣、食、住、劳等方面的实

物，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朝鲜族特色

文化的深入挖掘，展示了中国朝鲜

族的发展历程。同时，‘百年部落’

中呈现出很多的朝鲜族传统文化

符号，这些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

朝鲜族传统文化。”

正如金京南老人所述，“百年

部落”门前垒起的石塔是记录时间

用的，从前家里的儿子出去当兵，

家里的老人每天就去村口等待，盼

着儿子能平安归来，为了记录儿子

离家的天数就会每天在村口垒石

头，最后就形成了“石塔”。部落大

门口还有四根很高的木桩，它象征

的是老人手中的拐棍，因为每天老

人都会站在村口盼儿子归来，长时

间站立十分疲惫，就用拐杖做支

撑，“拐杖”就这样留在了村口。

由于“百年部落”是由金京南

老人按照自己的记忆复原的部落，

并没有相关专家进行参与指导，所

以部落所呈现出的文化符号的真

实性不能得到保证。比如部落大

门前垒起的“石塔”和“拐杖”并不

是所有朝鲜族的村落都普遍存在

的现象。再比如体验区的米酒，传

统上朝鲜族的米酒会用壶和小碗

喝，但是在现在的“百年部落”里是

装在不断搅动的“果汁机”中，由游

客自行使用一次性纸杯品尝。这

种方式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改变

了一部分的朝鲜族传统习俗。“百

年部落”使朝鲜族游客重新找到了

小时候的记忆，也让其他民族的游

客感受到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我们结束游览和金京南老人

告别时，他向我们郑重说道：“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白龙村和‘百年部落’必将焕发

新的活力，成为延边旅游的亮点！”

我们相约再见！再见，“百年

部落”！

衷心祝愿“百年部落”的明天

更美好！

我时常会想起我的小学老师，总

想用文字把我和小学班主任老师的

师生情谊记录下来。随着教师节越

来越近，心中这份悸动也越发强烈。

温馨的往事像慢放的镜头一样

历历在目。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叫

熊世珍，今年80岁了，现在河南漯河

生活。

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有杰出的

科学家、律师、民营企业家，也有在东

北家乡工作、创业的。无论我们身

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身上都有一

种宝贵的品格，那就是善良、勤奋、热

情、感恩，对工作、对事业、对生活始

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热情。而我们

的品德和行事风格更是得益于我们

的启蒙老师。

她作为当年黄泥河林业局林场

子弟学校的优秀教师，将人民教师

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感和对学生慈

母般的爱，融入了日常教学的点点

滴滴。在传授给我们知识的同时，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使我们终生受益。

尤其是我，对此有着更深的感

悟。我从一名山里出生长大的孩

子，能够一步步走出大山走到城市，

从毕业之初当老师、警察，到如今成

为长白山森工集团基层林业企业的

一名领导干部，熊老师对我勤奋热

情、正直善良，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

服输的性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尤其是后来走上领导岗

位，能够心存大局意识，实事求是、公

平公正地处理问题，都离不开熊老

师的言传身教。

1984年，我上高中时，熊老师举

家迁回河南老家。当时由于条件所

限，便和老师失去了联系。工作多年

后，我始终都在想念着熊老师。而怎

样才能联系上老师，找到老师，是我

心中始终放不下的一个愿望。为了

能够联系上老师，我求助公安机关，

终于如愿圆梦。当我过了近20年，终

于拨通熊老师在河南老家的电话，听

到她熟悉的声音时，仿佛又回到了小

学时的课堂。我在电话里也能感受

到老师当时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们

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听

说，熊老师当天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把儿女们通通召集到家里，“宣布”与

我联系上这个好消息。

此后的春节，我总会给熊老师

寄去东北长白山林区木耳、蘑菇等

特产，并寄上一张贺年卡，写上对老

师的感激之情，也倾注了对老师的

祝福。“天涯海角有尽头，只有师恩无

尽处”。熊老师也经常寄来一些河

南的特产，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听

说我儿子快结婚的消息时，她还特

意寄来了好大一包棉花，让我们给

儿子做婚被用。

熊老师古稀之年时，曾带领两

个女儿和两个外孙到白河林业局探

望亲属。彼时我已经在珲春工作。

在我的盛情邀请下，熊老师不辞辛

苦，犹如母亲看望儿子一样，带领女

儿和外孙坐了5个小时的大客车，来

珲春看我。我带着感恩和感激之情

陪同老师游览了这座素有“虎豹之

乡看虎豹，三国相邻望三国”之称的

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开放城市。

2017年教师节过后不久，我去

河南漯河看望了熊老师。当我坐了

一夜的卧铺，早上到达漯河火车站

的时候，熊老师和她的老伴儿，还有

他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王晓东，

早早地就等在了那里。犹如远方的

儿子回家一样，老师拉着我的手，漫

步在双汇河边，讲述着她刚到河南

时对东北林场学校工作、生活的思

念。在老师家里，她还翻出了当年

我寄给她的贺年卡，还找出了我们

小学毕业照片和一些其他同学的照

片，满满的都是感情和回忆。更让

我感动的是，临别时，年迈的熊老师

和老伴儿亲自到百公里外的郑州机

场为我送行，在机场我们依依不舍

的泪别。

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更

加想念我远在河南的启蒙老师熊老

师，难忘那份浓浓的师恩。

齐齐哈尔素有鹤乡之美誉。

在距市区东南20多公里的扎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以鹤类多、密

度大而著称于世，尤是丹顶鹤的数

量已占到了全世界总数的四分之

一。向往扎龙、向往鹤，是我们这

次远赴齐齐哈尔的一大动力。

这天上午9点多，当地的朋友

把我们带到了扎龙。这里芦苇青

青，水面清澈，风光旖旎，我们没想

到在这遥远的北方竟还有如此的

水乡泽国，仿佛走进了儿时的梦

里，没见着仙鹤倒先被眼前的仙境

所陶醉。朋友领着我们沿着芦苇

荡中搭建起的曲曲折折的栈道前

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景区的核心

地带——观鹤台。朋友说，保护区

里的野鹤生活在芦荡深处，是绝对

看不见了，当然也不能看，如果都

去看的话生态又要遭到破坏，不过

看驯养的鹤飞翔也一样的壮观一

样的美。说这话时，我们便看到不

远处圈养着的鹤们有的在追逐嬉

闹，有的在伸展翅膀，一副悠哉闲

哉的样子。蓝天、湿地、鹤，这是一

幅多美的场景啊！

看鹤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阳光

明晃晃的，有些刺眼，但大家全然

不顾，也少有说话，认真地注视着

鹤场，手里拿着照相机，耐心地等

待着放鹤后鹤们翩翩起飞的那一

刻，犹如期盼一场向往已久的精彩

演出，生怕一不留神错过了名角的

出场。

终于，放鹤的时候到了。只见

走出围栏的几十只鹤，变得更加欢

快起来，好像登台演出前难掩兴奋

一样，此时养鹤人拿着根杆子只

“喔、喔、喔”的几声驱赶，鹤们便立

马振翅跃飞，并“嗝——嗝”地鸣叫

着向我们的头顶上空飞来。一刹

那，在场的人们都似乎被这突如其

来的美给震住了，除了摁照相机快

门的“咔、咔、咔”声外，竟没了其他

声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

是一朵白云在上方飘过吗？可又

有哪朵白云具有如此灵动勃发的

生机？像一组战斗机群在空中掠

过吗？可又有哪组战斗机群具有

如此飘逸俊秀的英姿？我无以言

状，只是一味地觉得，对于这样的

一种美，就必须凝神静气地欣赏，

用相机的镜头来对准她实在有些

不恭，也实在是浪掷了一次难得的

赏美意境！

鹤们在草地上散起了步，三

三两两，用他们独有的高雅的气

质骄傲地走近我们，开始了与我

们近距离的接触。忽然，一只鹤

向我款款走来，她身披洁白羽毛，

喉、颊、颈则为暗褐色，长而弯曲

的黑色飞羽呈弓状，覆盖在白色

尾羽上，特别是那裸露的朱红色

头顶，像是戴了顶小红帽，生动极

了，有趣极了，可爱极了。我正静

静地凝视，不料一下子又拥来十

几个人举着相机拍照，鹤似有些

不乐意，犹豫片刻，一转身扑棱棱

飞了。看着她那美丽的背影，我

不禁有些失落，忽而想，在大美面

前我们人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

呢？难道非要把这种美急急地定

格在自己的镜头里而不能慢慢地

显影于自己的心灵深处？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我

觉得如丹顶鹤这般美丽的珍禽就

应该住在云里，住在人们对美的一

种无限的意想之中……

辣炒海螺丝你吃过吧？那过

程有点像嗑瓜子，一手捏着海螺

丝，一手拿着牙签，用牙签一挑螺

丝肉，用嘴一吸。那味道：辣、筋

道、有嚼头，过瘾！

山沟沟里的人见过的海货

少。今年有幸来到海边，那是一个

新兴的滨海小城——鲅鱼圈。天

气很热，我和朋友穿着凉鞋在海边

趟水，看到有人在捡海螺丝，我问

他们捡这个干什么？他们说：“给

孩子玩儿。”出于好奇，我也出手在

水底捡海螺丝，哪里想到这海螺丝

会跑，手动作慢一点儿，海螺丝就

跑远啦。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

以为海螺丝应该是吸在礁石上，很

轻易拿到的。好不容易捉到一只，

捧在手心里，细细观察：咦！海螺

丝里边有问题，一只带钳子的小蟹

子躲在里边 ，缩首缩脚的。海螺

丝本来就很小，像葵花籽那么大，

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蟹子藏在里

边，这是怎么回事儿？

见怪不怪，一起来的朋友对这

小海货有一些了解。他说这个小蟹

子是寄居蟹，寄居蟹把海螺丝里面

的肉吃掉了，然后自己藏在里边 ，

把海螺丝壳当房子，坚固耐用，还安

全。当它长大一些了，再寻找合适

的螺壳，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我暗

暗称奇，没想到这个小家伙这么聪

明 。大自然真奇妙，生物们通过竞

争法则，适者生存，经过竞争，小蟹子

用暴力蚕食了海螺丝肉，把螺壳当

成自己的房子。

于是，我又捉了几只，把它们

放在矿泉水瓶里，装点海水，看它

们还猖狂几时？“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 ”，没想到你们几个小家伙居然

落到我手里啦。在水瓶里，它们居

然探头探脑开始活动啦。几个小

家伙可能是在交流，“怎么大海突

然变小啦？哥们儿几个从未谋面

啊，怎么在这里聚首啦？”也可能在

说，“昨天还见面啦，今天又碰到一

起了，缘分啊！”……我也得意洋

洋，居然有这样的战利品，拿回家

炫耀一下也很好啊！

朋友过来看了看我捉到的海

货，居然说:“放了吧 ，又不能吃 ，

也养不活 。不用等到家，可能就

死掉了。”我有些不舍 ，好不容易

到手的海货，咋能放掉？想了又

想，还是放掉吧，也是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怎么忍心折在我的手里

呢？于是，我把海螺丝倒在手里，

把手放进海水里，海螺丝一个个便

滑到水底，霎时，它们就跑到海水

深处，跑到岩石缝底。我不禁感

慨，大海啊，还是你心胸宽广，万物

皆容于你的怀抱里 ！

太阳又开始烧烤啦！我和几

个朋友将凉鞋往岸上一甩，奔向大

海，享受大海的温存！

在一次高三班会上，我要同学

说说这一年的计划和打算，多数同

学乐观地表示，持之以恒，迎难而

上，砥砺前行，一定会迎来属于自

己的艳阳天。而有一名男生却简

短地说了一个字：熬！听得许多同

学目瞪口呆，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

沉默。我稍作思考即刻打破沉默，

说这位同学说得太对了，简短有

力！看似戏谑的口气，却道出了人

生哲理。试想：人生不就是一步一

步“熬”过来的吗！哪一个人的成

长不是“熬”出来的呢？

就说鲁迅吧，他弃医从文的过

程，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实就

是“熬”。先生第二部小说集命名

《彷徨》。他写道：“寂寞新文苑，平

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

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

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

“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

鲁迅当时像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

“孤独”和“彷徨”。在《<呐喊>自序》

里记述他苦闷彷徨时候的情形。寂

寞无聊的时候抄古碑，回到古人那

里去。后来在朋友的启发下，走上

文学创作道路，“从此以后，便一发

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

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

了十余篇。”于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

文坛有了鲁迅这位“文学大家”。

鲁迅的成长是如此，史铁生更

是经历了难熬、最终熬过来的人生

历程。当二十岁年纪突然双腿残

废，有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整

整十五年的时间，他在沉思、在思

考人为什么要活？最终明白了“死

是不必急于求成，迟早要到来的一

个节日。”最终在文学上撞开了一

条路，成为作家中的作家。其实，

史铁生的创作过程也是极其艰难

的，因为他的残疾，需有一个特制

的轮椅，写上两个小时就要将身体

吊在半空，过一段时间，放下来再

接着写，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因

此，人们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

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

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

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

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

益幽暗的内心……这种勇气和执

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

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只是他的坚

持更多了“熬”的成分，激励我们在

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熬过去，

前面是一片天。

人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

顺，在不顺心的时候同样需要“熬”

过去。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居家

隔离，生活的秩序打乱了。在这时

候需要的也是“熬”过去。有一条

抗击疫情的标语非常好地道出了

这样的心情：“为了长远的健康，忍

一时阵痛。”熬过去，前面是一片艳

阳天，疫情总会过去，天朗气清的

安定日子一定会到来。

回到开头的话题上来，高三学

生复习迎考的日子，就是苦打苦拼

苦熬的日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竞争是激烈的，即使再聪明的学

生，也要付出才有回报，付出的过

程不就是“熬”的过程吗？所以，那

位同学的一个字“熬”，含义却如此

丰富，不仅激励自己也激励其他同

学，最后这位主张“熬”的同学，终

于考取了本科大学，一扫父母心头

的焦虑，胜利的花儿绽放在全家人

的脸上。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要

“熬”，熬过人生难熬的时刻，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只有熬过去，才

能迎来柳暗花明的美好境界！

露从今夜白。

此刻。秋的私语，已在每一

片绿叶上交汇。风的脚步，擦过

栾树树梢，唤醒往日记忆。

一些词汇，在夜色里悄悄流

动。

时光的旋律，留给岁月的，

终是无际的怀想。

庭院深深里，谁把浓烈的情

思，凝结成露，让它在清晨的草

尖驻足？

又是谁的目光，只需轻轻一

碰，那些飞溅的泪水，就会为爱

舞出一片斑斓？

雁阵的足音，远远传来。

它带着爱的故事，从此浪迹

天涯。

月是故乡明。

当秋虫的呢喃接过蝉鸣，当

粮仓行将丰盈，原乡的翅膀，就

会从月光中轻轻掠过。

这么美好的夜，我却无法享

受。也许冥冥之中早已约定，我

只能与失眠重逢。

我把母亲赶来的羊和父亲

捕来的鱼，数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把自己交给黑夜，交给

每一次回首和仰望中，那些高悬

的日月星辰。

让走过的路，留下真正属于

自己的痕迹。

潇潇秋雨降清凉，

打叶摇枝溢苇塘。

飞燕声声勾旧梦，

依稀往事许多香。

闲情偶记

百年部落的新天地
□周金财

师恩难忘 师情永存
□李鹏飞

海螺丝的秘密
□吴瑞军

生活感悟

“ 熬 ”过 去
□张达富

白 露
□倪宝元

观 鹤
□鉴明

秋 雨
□詹丽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