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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追寻吴大澂（1835—1902）在吉林的足迹

过程中，两次遇到印象颇深的年轻人。一次

是在吉林市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参观中，

两个小伙子小声交流：“吴大什么？这个字

念啥啊？”其中一个人眼睛瞟向我，“成，澄澈

的意思。”“谢谢老师。他真了不起，对近代

东北军工业功勋卓著！”另一次是在集安好

太王碑前，有年轻人临摹碑刻，我问：“你是

学美术或者书法的吗？”“不是，我就是喜欢

隶书。”“多好的爱好！你知道吴大澂吗？他

也研究过好太王碑的书法。”“立‘土’字牌那

个民族英雄吧？”“是，也是文字学家。”

吴大澂的功绩与成就很难几句话概括

全面，既是民族英雄，还是金石学家、书法

家、古文字学家。从清光绪六年(1880)至光

绪十二年（1886），吴大澂以三品卿衔，随吉林

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黑龙江省海林市）、三

姓（黑龙江省依兰县）、珲春等东陲边务，其

间两赴吉林。力主创设吉林机器制造局，使

之成为完全自办自管的军工制造机构，为近

代东北军事工业兴起、东北工业发展奠定基

础；凭借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为国靖边，亲

自编写《枪法准绳》、主持练军编练，收服作

乱已久的马贼，招徕山东半岛农民垦荒东

北，勘界谈判，纠正“土”字界牌，争得了中国

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桩桩件件均是

晚清史册中难得一见的华章，被后人赞为

“能臣治边”。

1881年6月，吴大澂奏请朝廷在吉林建立

机器制造局：吉林防军不能自制子弹、洋药、铜

帽，要经过其他省份的机器局购运，路途遥远，

供应不及时，非长久之计。在吉林省城开设机

器局，不仅可以供应本省练军，还可以供应黑

龙江各军使用。他的奏议得到批准。吴大澂

亲自勘查机器局地址，“松花江南岸一里处有

十九余亩一段，地势极高，土性强，又得山水气

派，北临大江，南有靠山。”吉林机器制造局于

1882年破土动工，1883年投产，成为东北地区

工业现代化的开端。

1886 年初，吴大澂再度奉命前往东北，

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同勘定中俄边

界。途经吉林市，造访机器局，在《皇华纪

程》一书中留下记载：“（二月）十三日，出小

东门至机器局……观火药厂已构屋数十椽，

规模日见扩充，又出示局中自造单筒小炮，

一与俄登飞炮弹大小相等，名曰西林炮；一

与格林炮相类，惟用单筒旋转，顷刻可放数

十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吉林机器制造局作为清末中国东北最

重要的军工机构，急需专业人才，为此 1883

年又建立了“表正书院”，为东北地区第一所

兵工技校。制造局的先进设备还使他们可

以自铸银元，该银元是中国最早的机铸银

元，其中八年厂平银元上的篆书出自吴大澂

之手，非常美观，这批银元数量稀少，极其珍

贵。吴大澂在吉林防务期间屡赴边界勘查，

他安排机器制造局画图司事绘制两份地图，

寄送至珲春，凭图划线，用以勘界，为守护边

疆领土完整作出了历史贡献。

集安好太王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

一，被誉为“海东第一古碑”，名冠古今。该碑

刊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碑高6.39米，

由一块巨大的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文

共1775字，大小在9-10厘米左右，似隶而非，

亦篆亦楷，方整纯厚，遒古朴茂。

清朝初年，修筑柳条边封禁长白山区，

好太王碑湮没于荒烟蔓草之中，重新被发现

已是光绪三年（1877），在当时史学界、书法界

引起巨大反响。1886年吉林之行的路途中，

吴大澂看到了好太王碑的另一种拓本。农

历二月初五，吴大澂行至铁岭，“县令陈鹤舟

士芸来见，鹤舟曾任怀仁县（今辽宁桓仁），

询以怀仁有高丽王碑，距城百数十里（当年

集安岭前地域归怀仁管辖），在深峡中。碑

高不能精拓，鹤舟赠余拓本一份，字多清朗，

文理不甚贯，盖以墨水廓填之本……惜不得

良工一往椎拓耳。”吴大澂凭借深厚金石功

底敏锐意识到此碑的绝妙之处。

除金石研究外，吴氏还是著名的古玩

收藏鉴赏家。2023 年，南京博物院“玉润中

华——中华玉文明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展

出600余件顶级玉器。展览中有一块玉璧乃

吴大澂旧藏，吴先生在玉璧上题字：“宏璧，镇

圭尺十二寸”。回来后，翻阅其著作《古玉图

考》中《大璧》一节，有“与余所得尺有二寸之镇

圭尺寸正合”语。书中提到的玉璧，正是这

件！《古玉图考》是中国古玉学术研究的扛鼎之

作，声名远播，国内外古玉研究者、收藏者一直

视此书为圭臬。以传世的玉琮为例，《古玉图

考》中收录玉琮31件，吴氏根据它们的形状，

分别定名为大琮、黄琮和组琮，这些琮名直至

今日专家学者仍在沿用。这本书是吴先生于

1889年离开吉林三年后写成，收录了他本人

及友人所藏40余种227件古玉，其中《夷玉》一

节提到东北，“大澂前赴吉林督师时，道出奉天

锦州，曾得医巫闾山（今简称闾山）所产之玉，

琢以为佩……”

1886年，吴大澂第二次吉林行是农历正

月十七从天津启程，至农历九月十五界务会

勘终止，历时253天。日记体《皇华纪程》翔

实记录了这期间吴大澂先生的经历、见闻、

感受及勘界双方主张、辩论直至协议达成。

八个多月里，除了中俄疆域谈判紧张进行的

数日，其他时间每晚休息后，先生均在做学

问，赋诗写字作画、考释金石等等。单论书

法，他在吉林各处书写各类篆书包括“龙”

“虎”字等作品达二百余件；此外，吴氏篆书

《论语》的最后一部分在旅途中完成，《集古

录自序》也是作于当年农历三月二十七任

所。生命不已，苦学钻研不止，持之以恒的

学风令人钦佩。

吴大澂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在岩杵河

同俄国代表进行勘界会谈是1886年农历四

月下旬开始的，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

驳，据理力争，“费尽唇舌，竭数月之力”，终

于达成协议，于农历九月十五（公历10月12

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

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收回

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捍卫了祖

国的神圣领土。

珲春市的龙虎石刻是珲春人民为纪念

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现已迁至防川景

区龙虎阁一楼西门厅，作为“镇阁之宝”。今

年六月份，随省作协珲春采风团再度来到此

地，站在龙虎石刻前依然心潮澎湃。石刻正

面镌刻“龙虎”两个篆字，左下竖刻楷书“吴

大澂书”。“龙虎”二字是吴大澂在1886年重

勘中俄珲春东部边界之后题写，浑厚有力，

气势磅礴，为龙蟠虎踞、龙骧虎视的缩写。

数年前两次参观过“土”字牌，至今不能

忘却。它是一块高1.44米的花岗岩，正中纵

向刻有“土字牌”三个大字，左侧纵向刻“光

绪十二年四月立”，沉重的历史深深刻印其

中。几乎所有来到此地的人都会与它合影

留念，在这里经常能听到有人讲起“土”字牌

的历史，提及吴大澂。说者动容，听者同叹。

1886 年底，吴大澂完成珲春勘界任务，

自岩杵河至摩阔崴，从海路乘北洋水师军舰

回京复命，此后再未踏上这片土地。不知道

先生临行前，是否回望“土”字牌，是否在军

舰上远眺龙虎阁所在之高点，是否对珲春这

座先后五次到访的边城充满不舍……

寻访吴大澂足迹时也顺便参观了当地

景点。今年五一期间，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

经重新布展后对外开放，遗存仓库及“表正

书院”建筑古色古香，一砖一瓦韵味浓郁，一

石一木匠心独具，在这里见到十几位大姐身

穿旗袍正在拍照，自信、优雅、快乐。被誉为

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G331国道，在吉林省境

内串连起集安和珲春，绿遍山原白满川，一

路美景应接不暇。两地的早市闻名全国，穿

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能听到南北不同方

言，品尝到各种时令果蔬、特色小吃；另外，

集安美食街就在鸭绿江边，盛夏中吹着22℃

清爽的江风，热火朝天大快朵颐，几十家店

面、几百张桌子基本满员，灯火通明人声鼎

沸，心里感叹：“国泰民安啊！”

甘棠遗爱，河润泽及，今人不应忘记吴

大澂先生的丰功伟绩。

（来源：《吉林日报》）

□曾红雨

吴大澂在吉林片羽吉光吴大澂在吉林片羽吉光

秋天，这个季节，总是以一种不张扬却深

邃的姿态，悄然降临于世间。天高云淡，蓝得

深邃，白得纯净，仿佛是大自然最质朴的画布，

任由岁月在其上轻轻勾勒，细细渲染。稻田无

垠，金黄一片，那是大地对辛勤耕耘者的温柔

回馈，每一粒饱满的稻穗，都承载着沉甸甸的

希望与梦想。

童年的秋天，是色彩斑斓的画卷，是心中

永不褪色的记忆。那时的我们，在朗朗读书

声中，抬头便能望见南飞的大雁，它们以天

空为舞台，演绎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迁

徙。池塘边的梧桐树，叶子由绿转黄，最终

轻轻飘落，每一片落叶都承载着时间的重

量，也记录着童年的欢笑与泪水。树叶上的

小蚂蚁，忙碌而有序，它们的世界虽小，却充

满了探索与发现的乐趣，如同我们心中那些

微小却坚定的梦想。

岁月悠悠，如流水般无声滑过，秋韵也在

这一过程中被一点点地渲染、描摹。它时而近

得触手可及，仿佛能闻到稻香，听到虫鸣；时而

又远在天边，只留下一抹淡淡的蓝，引人遐

想。秋韵，是流动的，也是静止的，它在彩霞满

天与落木萧萧之间，悄然变换，让人不禁感叹

于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感慨于人生的短暂与

无常。

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秋韵始终伴随

着我们的成长，它见证了我们的欢笑与泪水，

也见证了我们的迷茫与坚持。每一个阶段，秋

韵都有不同的味道，如同人生路上的风景，时

而明媚，时而黯淡，但总有那么一抹色彩，能够

触动心灵，让我们在疲惫与困顿中找到前行的

力量。

人到中年，仿佛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秋

天。这时的我们，开始喜欢旅行，喜欢坐在火

车上一站站地游走，感受沿途的风景，品味人

生的酸甜苦辣。人生如列车，每一站都有不同

的风景，每一次停靠都是一次新的启程。我们

学会了在旅途中寻找惊喜，无论是田野的一马

平川，还是突兀而起的山峰，亦或是滔滔江水，

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繁华与多彩。

坐在窗口，凝视着外面变幻的世界，心中

涌动着无限的感慨。岁月如梭，逝者如斯，我

们仿佛能在这凝视的瞬间，感受到生命的驿动

与不息。那些年少无知的岁月，早已淡成了风

中的落叶，但那份纯真与美好，却永远镌刻在

心间。我们开始懂得珍惜眼前人，珍惜那些平

凡而真实的幸福。恋爱、婚姻、家庭，这些看似

简单的词汇，却承载了太多的责任与梦想。我

们学会了在平淡中寻找幸福，在琐碎中品味生

活的真谛。

为人父母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养育

之恩的厚重。看着父母逐渐老去，甚至有的已

离我们而去，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

楚。舔犊之情债，成了两代人之间永远无法清

算的重债。我们开始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

每一刻时光，努力让爱与温暖充满每一个

角落。

生活，就像一条没有回程的轨道，我们执

着于手中的车票，一路向前。沿途的风景接踵

而至，有的让人心旷神怡，有的则让人黯然神

伤。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停下脚步，因为

前方还有更多的风景等待我们去发现、去

体验。

倦意阑珊时，心中终难舍那正在变化的秋

韵，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枯黄中寻找炫目的灿

烂，在平淡中品味诗意与远方。走在人生的秋

季，我们学会了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的起起伏

伏，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

如此一路走下去，我们终将明白：人生秋

韵，不仅在于那满目的金黄与绚烂的彩霞，更在

于那份内心的宁静与淡泊。在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

当夏日的最后一抹热情渐渐

褪去，秋，便以她独有的步伐，悄

无声息地踏入了这个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秋风，不似春风之温柔

缠绵，也没有夏风之热烈奔放，更

没有冬风之凛冽刺骨，它是那样

的轻柔，带着几分凉意，又夹杂着

丝丝暖意，恰似一位温婉的女子，

轻抚过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尖，

带走了夏日的烦躁，留下了秋日

的宁静与安详。

如果说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嫩

绿，夏天是郁郁葱葱的深绿，那么

秋天便是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

走进林间小道，脚下是落叶铺就

的金黄地毯，每一步都踏出了岁

月的回响。抬头望去，层林尽染，

红的如火，黄的似金，橙的温暖，

还有那紫色、褐色交织其间，构成

了一幅幅令人心醉的画卷。这些

色彩，是大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流

露，是对生命轮回的深刻诠释。

它们在秋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

低语，讲述着过往的故事，又似乎

在期许着未来的希望。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

里，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沉甸甸

的，那是农人汗水浇灌的结晶；果园中，苹果红了，梨子黄了，葡

萄紫了，一串串、一簇簇，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引人

垂涎。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收，更是心灵上的满足与喜悦。

人们在这样的季节里，感受到劳动的甜蜜，体验到付出的回报，

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与安宁。

秋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身上，暖而不燥。

此时，最适合找一个静谧的角落，或坐于老树之下，或立于溪边，

让心灵得以片刻的休憩与沉淀。望着远处缓缓流淌的河水，心

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水，至柔至刚，它不言不语，却能

在不经意间穿透坚硬的岩石，最终汇聚成江海。人生，亦复如

是，需有如水般的坚韧与柔情，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从容不迫，

勇往直前。

秋天，也是离别的季节。落叶纷飞，一片片，一缕缕，它们在

空中旋转、飘舞，最终轻轻地落在地上，完成了从枝头到泥土的

华丽转身。这看似是生命的终结，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落叶归根，是大自然最朴素的哲学，它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都

有其既定的轨迹，无论过程如何，终将归于尘土，但那份对生命

的热爱与追求，却会如同种子一般，在来年的春天，再次破土而

出，生生不息。

陌上四时，以秋为美。秋，不仅是一个季节的交替，更是一

种心境的转换，一种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学

会了欣赏，学会了感恩，更学会了珍惜。

□
谢
春
芳

陌
上
四
时
，
以
秋
为
美

□曹建龙

我终于听到八月的尾声

吹响冲锋的号角

吹凉夏日的喧嚣与浮躁

吹忙庄稼地里忙碌的身影

在八月的风雨声中

分分秒秒都是饱满汗水的希望

看到水稻的黄，嗅到桂花的香

都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

告别八月，走在九月的路上

偶尔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像溪流潺潺细语

这不老的歌谣，一样催人奋进

树荫下小憩，甜蜜在心田

午后的阳光把幸福拉长

夕阳西下，回家留下的足迹

点点滴滴都是热爱劳动的版图

槐花开得正盛，往昔或在梦中

我用手指划开车窗上的雾水

用情感的褶皱

分离、包容那些轻烟似的感伤

温特赫部城和裴优城

共用一段城墙，雕栏玉砌了历史

救赎了一些消息，演化

可以原谅的故人，放入属于他们自己的花朵

金樽一样的花朵，装点着三家子村的今日

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扶正了夜

穿越无数个黎明，像鹰一般精准

创造呼啸而来的风景，干净、彻底的挂图

——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衰老只是一种仪式！

而新生！

地平线上的旭日啊，浪漫而更富生机

沿着落叶走，遇见秋天的全部秘密

蜷缩在一滴露水中

凝结的，是关于星空遗落的光芒

一个人最终停在什么位置

有风雨的指引，落叶腾出空间

在树下，躲开四季纷扰

今晚的虫鸣格外清脆

茅屋早已破败，我不会回去

即使金黄的收成闪耀

我在秋阳的安抚下，内心松驰

渐渐接受老去的钟声

叶子越来越多，甚至超过头顶

在落叶归根的汹涌中

我看见一瓣红枫逆流而上

秋分虚弱的天空因此有了巨大的充盈

□于德北

三家子村随想

落 叶
□项良新

秋风轻抚 稻浪金黄

乡间小径铺满落叶白霜

远山淡影隐于暮色苍茫

归雁南飞划破天际的惆怅

稻香浓郁缠绕着儿时梦想

老树年轮刻着岁月的风霜

农人笑语是收获的低吟浅唱

在这片土地上希望如金子般闪亮

夜幕降临炊烟袅袅飘远方

月光如水洒在静谧的篱笆旁

虫鸣与蛙唱交织成夜的乐章

让心灵回归忘却尘世的繁忙

秋意渐浓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

更是心灵的触动过往的回望

在这丰收与萧瑟并存的季节里

学会珍惜也懂得了放下与远航

□王连生

告别八月

望 秋

□葛鑫

人 生 秋 韵

郑源永郑源永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