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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湾公园落成第二年，渐渐就有些模样了。

因为挨着香湾街，就有了这样一个香喷喷的名字。

一面临着水，一面被密集的居民楼弯弯环绕，这座公园，安

然睡在了城市臂弯里。

早早晚晚，我都会来这里散步。从它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我就隔着围挡起来的围板，远远眺望。丛丛处处的野蒿占据了这

块空地，使人心底也生出荒凉似的。

然后有一天，公园破土动工了。巨大的挖掘机一辆一辆，翻江

倒海。各样的树木，也赶在隆冬之前，都栽到了树坑里。种草，种草，

大面积种草。

转过年来的第二个春天，就可以尽情地踏入这园子了。

天高地阔。人一踏进这园子，心里瞬间就涌起这样的感情。

毕竟，从一块蛮荒之地，变成一方可以落脚的园子。去冬落进土里

的树木，此时还尚扎根不稳，大大小小，皆被一方方木头加以支撑。有风

吹来，这些木头扶持着高高低低的树干，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犹如鸣奏一

曲摇篮曲。树下，大片的草地，高的已结出草籽，在风里远远望去，如稻麦

轻扬。一条宽而黑的柏油大马路，直接在园区里回环萦绕，虽说略有简单

粗暴的嫌疑，倒也契合了这天边的公园高远阔大的气质。而小路呢，就是

一块块路石铺就，一条条从这大路上分叉而去，穿过草丛，穿过树木，皆向

着水边蜿蜒。

眼下，正是六月的清晨。

高高的芜杂青草，陆续已被修剪。机器轰鸣声过后，大地呈现出了清

朗之色。一片片草叶，顶着一颗颗露珠。千万片草叶，就成了晶莹的露珠

海洋。朝阳暖暖，明亮处，映照得这些绿草变成了透明的翡翠色。顺着这

绿色，遥遥向远望，有成片被特意保留的黄色小花，在微风里轻轻摇动的

树梢，淡蓝而高远的天空……

鸟鸣真响。贪睡了一夜的鸟儿，也如人一样醒了，争相唱起欢歌。

鸟儿在哪里呢？循声而望，有时只在树尖隐约望见影子，有时候再往

前走一步，便呼啦一声，惊起一树，疾驰而去。

白桦树，永远是动人的一幕。眼下的这一片，看起来还有几分

孱弱，但就是那样不动声色，却已然抓住了每一缕经过的目光。洁

白、修长的一棵，不知怎么，总让人有一种错觉，觉得这树是凭空

在半空里生长出来的。纤纤细细，直立而上，一蓬树冠永远像

一幅淡淡水墨画。特别是以那淡蓝悠远的天空当背景，久久

望去，它那简逸轻扬的身姿，直要隐入漫天云烟里去。

有些树要做仙子，有些树要做勇士。松树们从不含

糊犹疑，一棵棵只要落地生根，就要长得茂盛巨大，遮

天蔽日。有朝一日长成松林，那时候，公园才有雍

容、阔大、典雅的气质。

柳树，永远是邻家淑女，给人安心、舒心。

盼着这一棵棵光光的树干，慢慢长，快快

长。柔枝纷披，一直垂到水边。

水边。花开了。丁香做

成的篱笆，芬芳馥郁，弥漫着

盈盈水气。最常见的小

雏菊，白白黄黄，

在风里摇曳。偶尔看得见一株虞美

人。大红的花瓣丝绒样，镶嵌着若

有若无的洁白裙裾。美人，果然自

有美人风采。瑟瑟而艳，于万千野

花中自成焦点。

相比之下，旋花就显得谦逊多

了。这种喇叭一样的小花，粉白相

间，状如小碗。记得小时，我们就叫

它打碗花。这样的小花，一朵一朵，

隐没在草丛里，也让人望之不舍，生

出许多怜爱。

水边。丛丛芦苇已长出新绿，

却还有枯旧的苇秆夹杂其间。那新生的，丛丛如针尖般细密、坚挺，呼啦啦

破土而出，呼啦啦细密如林。或许，下过几场透雨，这坚忍了一冬的枯萎芦

秆，才会萎泥而去。新的生命，势如破竹，总会开启自己的一片领土。

水中。野鸭数点。这边嘎嘎，那边呷呷。凝望中，见水面荡起一线，原

来调皮的一只扎起了一个猛子，如水下快艇般倏忽而去。再见，却是在远

处水面冒出了个机灵的小头。有水有草有沼泽，同时又能远离喧嚣与打

扰，这群生灵，不知从何而来，却终于在此觅得了一方清幽。

如果离开大道，沿着一条条小径信步走，就会看到丛丛野生的植物。

春蓼，如此好听的名字，细细望之，很像我们小时候的蛤蟆腿儿。绿色叶

片上，均匀点染黑色。皱叶酸模，硕大的叶片高高卷起，自呈葳蕤之势。

屋根草一片一片，开着小小的黄花。不知道谁给它们起了这样的名字，使

得这漫天漫地的杂草，也让人倍觉亲切起来。

拍着这些花花草草时，我总会蹲下身来。每每与它们平视，将手机镜

头对准它们的柔枝与花瓣，瞬息之间，这小小的花儿就如同临风而立的大

树。是的，如此平视而非俯视之下，那一根根细弱的枝干，就呈现出了无限

挺拔向上生长之势，恍惚之间，让人感觉这一棵小花，也是顶天立地。

环环绕绕，在清晨和傍晚，我总要走进这园子里去。有时候，看着那些

修护园林的人，便特别地羡慕他们。望着他们，我也想真正地置身于这片

山林。拿起一杆锹、一把镰，去亲手栽下一棵树，修剪一片草。

落成一年的小公园，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会长成一片蓊蓊郁

郁的树之河、花之海、草之洋吗？到了那时，这里就会是一个完整而自洽的

生态系统了吧？据科学家们说，每一片森林，都会有植物们细长的菌根在

地下暗暗地结成网络。这些网络错综复杂，紧紧相连。每一棵树木，大约

也包括每一棵小草，都会利用这些暗藏在地下的神秘网络，来分享信息、水

和营养物质。如此，生长在同一方区域里的植物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就很有几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意思了。而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长在

这里的每一棵植物，大概渐渐地，就会拥有了相同的气质，相似的神态，甚

至，相愉相悦的彼此心情？

且不管植物们心情如何，行走在这一方天地里，我的心情却是愉悦

的。这一方小小天地，使我从斗室里走出来，就能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天地无言，草木无语。每每置身于这一方小小天地，总能遗忘所有

烦忧。哪怕片刻，也是好的吧？

在这里，清晨的云和傍晚的风，恣意的草和自在的花。只

需望上一眼，便让人觉得，嗯。一切，也许都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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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西部的洮南，有一种

出名的特产叫黑水西瓜。这种西瓜

特别甜、特别大，叫黑水西瓜是因为

它生长在洮儿河一带的黑龙江流

域，但提起这种西瓜，还有一个奇特

的来历。

传说，清末民初闯关东时期，离

洮南100多里远的一个地方叫查干

窝棚屯，这个地方有一个闯关东来

的人姓范，人称范老五。范老五到

达东北之后，便在当地的蒙古族王

爷那里租来了一片地，慢慢地他也

成了一个大地户。

在他所有地中有一片是沙石

地，是兔子不拉屎的蝲蝲蛄地，他成

天想自己怎样把它租出去，怎样发

财。有个人对他说：“什么是财？人

就是财，财就是人。”他不明白。

那人又说：“你天天门口路上过

的都是财。”

“路上的，是啥呀？”

“是人呐！”

他回家之后，反复琢磨着，就见远处来了一伙逃难的人，一个老头领

着一个年轻小伙和儿媳妇一家三口人。

他望着这三个人，灵机一动，上前去说：“找不找活儿干？”

那三个人一听，千恩万谢，说找。

范老五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们给我种地一年，我给你10头牛、

5匹马、15只羊……”

对方一听，种人家的地，人家还给自己报酬，真是讲究，这该咋样感谢

恩人，但是范老五接着说：“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地我啥时候要，你就得给我！”

这算什么条件，应该的嘛，于是就这样定了。

种人家的地，人家什么时候要就给人家，这是对了。但是范老五却暗

暗地乐了，他在院子里找一间小棚子，让王老五一家住了下来。

打春之后，范老五就说：“屯西有一垧蝲蝲蛄地，给你去种。”

“好好。”王老五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扛着镐、领着儿子和儿媳妇

就去种地了。

可是到了地里一看，儿子和儿媳妇傻眼了，蝲蝲蛄地？这东北所说的

蝲蝲蛄地，就是那种沙土砂石遍地的地，没有一点儿黑土，只长一些小野

菜，一坨儿一坨儿的，根本种不了庄稼。

儿子一看就坐在地头上哭了，说：“爹，咱们上当了！这荒沙地能种啥

呀？”

可是老爹却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不管啥地，也是地。”

“种啥？”

“种瓜。”

“什么？种瓜？这沙石地能长瓜吗？”

爹说：“活人怎么能叫尿憋死。”

“那怎么办？”

爹说：“你先和媳妇去割条子去。”

“干啥？”

“咱们编马嘴兜儿。”

什么是马嘴兜儿？我们知道，东北的人，特别是那些赶犁杖、赶车的

人，要给马的嘴上戴一个兜儿，是用柳条儿编的，以防牲口路上啃人家的

青苗，惹人家烦。

儿子还不知道爹是什么意图。他在爹的指导下，和媳妇割了许多柳

条，爹编了1000个马嘴兜，然后在沙地上刨出一个个坑，把马嘴兜一个个

地埋在坑里，每个马嘴兜里都装上了黑土的草炭土，在草炭土里种上了西

瓜。

万万没想到，这马嘴兜里种的西瓜长得特别好，而且那块地打五月十

三头一场雨下了之后就长得扑扑腾腾的，这可把爷三个乐坏了。小苗绿

油油，于是他们就在沙土地上盖了个草棚子，他和儿子住在这里，儿媳妇

天天给送饭，一家人过得乐乐呵呵的。

一家人喜乐，让范老五奇怪。

于是有一天，范老五偷偷地来到了这片无法耕种的荒沙地里，一看，

大吃一惊，原来王老五已经种上了西瓜。可是范老五奇怪，这瓜怎么长得

这么好？于是他觉得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过了三天，他找到了王老五，

说：“王老五，这个地，我得要回来了。”

王老五大吃一惊，想说：“东家，你不能要，现在的地我刚种上。”但是

他又想到人家东家说过的话，地什么时候要，你就得给人家。他一点办法

也没有，含着眼泪回家了。回家之后，他和儿子坐到那里，这时候，老头儿

突然说：“好办！”

他对儿子说：“你到东家那里去，他不是要地吗？那得先给咱们他当

初说的牛和马，还有羊。”于是，儿子第二天就来到了东家家里，把当初签

的契约给了东家。东家给了他10头牛、20匹马、20只羊，让他在一周之内

马上把地倒出来。他说：“好。”于是儿子回了家，和爹两人连夜就把这些

马嘴兜儿的西瓜秧一棵一棵地挖掘出来，装在牛马的背上，三天之间就把

这1000个马嘴兜儿的西瓜秧拉到了今天的洮南这一带。

当年洮南离范老五家范家窝棚屯的沙地有百十来里路，所以他远走

高飞，范老五并不知道。

七天之后，范老五再来到自己家地里，一看地里静悄悄的，再一看才

突然发现地里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1000个沙土坑。他后悔得哭

天喊地，可是什么用也没有。而人家王老五把“地”搬家了，这些西瓜秧搬

到了今天的洮儿河流域，也是在一片沙土地上种上了这种西瓜。从此，这

种西瓜越种越好，而且沙土地由于有了马嘴兜儿所培育的西瓜秧，长出的

西瓜又大又甜又好吃，而且无籽儿，于是人们就称其为洮南黑水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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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梨树县的蔡家镇，一条长

长的柳岸呈现在眼前，它似乎在讲述着

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

大约从西周开始，历代君王为防御外敌，先后

在2000多年里，断断续续修建两万多公里的长城。途

经陕西、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甘肃、内蒙古等15个省

市地区，成为了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然而，到了清朝年间，康熙大帝在与大臣们商谈边患问题

的时候说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

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

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

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从此，康熙帝下

令永不筑长城。然而，大臣们认为，坚守故土龙脉，还是应该采取一些

防御措施，于是柳条边就产生了。

柳条边又称为条子边或是盛京边，柳条边成梯形，高三尺，上窄下

宽，上宽三尺，下宽五尺，两边有深沟五尺，整个边体都是由土堆积而成，

坡面和上平面插满柳条，然后，像栅栏一样用绳子连接起来。清朝柳条边

共修筑近40余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长度1300公里，后来被人

们称为“绿色长城”。它把东北地区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带，为原居民放牧耕

种起到了安全防护的作用。

柳条边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长白山地区丰富的物质财富，比如蛤蜊、

水獭、野蜂蜜以及野山参，不被外族偷盗，起到了良好的防护作用。

柳条边呈“人”字形，修建“人”字形的撇捺焦点，在今辽宁省的铁岭市

开原市北的威远堡镇。从威远堡镇向西南至山海关构成人字的一“撇”，由

威远堡向东南至海边构成人字的“捺”，而人字的一竖是由威远堡向北面

延伸至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东亮子山下。这样柳条边将整个辽河平

原包围起来，并设有边门16座。

随着岁月的流逝，柳条边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风云突变，在万马

嘶鸣中，那条长长的柳林一去不再回来。

蔡家镇这段柳条边被称为新边，是康熙九年（1670）至二十年

（1681）重新加长修建的。两侧高高的边门，仿佛记录着通关官兵

的威严，领统着喧喧嚷嚷的人们，在蔡家镇这块土地上兴旺了那

段时光，磨碎了岁月沧桑，把历史的足迹一点点风化成今天的

眷恋和深情。

其实，民间也有柳条边一说，上世纪60年代末，在我

出生的小山村，就有柳条边。那时候人们都称它为大

壕，和蔡家镇的柳条边相似。在我们村子北边有一

片宽阔的大草甸子，能有十来垧地。柳条边围

起来了椭圆形大牧场，生产队就在里面放

猪、放牛、放羊、放马。牧场中间有一个

约半垧地的河塘，供家畜饮水和避

暑。周围是茂盛的牧草，一

到夏天，那里就开满

了蓝色的

荷花，那种荷花叶子不大，和莲花不同，一串

一串的，猪最喜欢吧唧吧唧咀嚼它的根。远

远望去，河塘一片湛蓝，卧在碧绿的牧场中

间，显得特别美丽，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同生产

队里的猪倌、牛倌、马倌、羊倌们在那里玩耍。

大壕的堤岸柳荫浓郁，是我们这些孩子

玩耍最甚的地方。在柳荫下抓蝈蝈、斗蛐蛐，

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偶尔，我还帮生产

队里的牧倌们照看一下家畜。

一般的时候，只需两个牧人分别轮班站

在壕的一头，就能看护好所有的家畜，其他的

人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闲游。很快一天就过去

了，等日落西山，家畜们也吃饱了，牧人们就

吆喝着家畜回家，家畜们回到生产队的大家

庭也不用再喂食。

据爷爷讲，修壕的是清朝年间的一个大户人家，一是为了放牧，二是为

了防贼，也有防狼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可以防风。如今的柳条边，基本上看

不出轮廓。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由柳条边围成的牧场，早已改成农田。

郁郁葱葱的玉米，盖住了所有的历史痕迹，只有风雨在四季中飘摇，记录着

花开花谢、蝶飞蝶去的思念。

我读过一首康熙皇帝的诗，是他游彰武台柳条边，看到皇家牧场浩浩荡

荡，感受到家乡美丽的风光如此壮观，于是挥笔写道：

雨过高天霁晚红，
关山迢递月明中，
春风寂寂吹杨柳。
摇曳寒光度远空。
这首诗表达了康熙帝对塞外故乡的留恋和深深的情意。那积雪融

化后的小草，迎来了一场春雨，整齐地冒出了绿芽，远远望去绿草如毡，

天晴月朗，杨柳依依醉卧春风。康熙皇帝感慨美丽的草原风光，默默地

养息着关东辽阔的牧场。自然而然就享受到了这里的寂静与清新，看一

眼望不到边的草原，绿波连接天边的蔚蓝，宽广得让这位皇帝心醉。

站在蔡家镇柳条边的遗址旁 ，我仿佛看到了满堤的柳枝

拖着一段长长的岁月 ，在历史的河流里荡漾 ，那柔嫩而

纤细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着，属于它的故事，远

远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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