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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歌曲《我爱

北京天安门》《赞歌》……这些歌词里都提到“天

安门”。那个年代的报纸，每逢一些重大节日或

喜庆日子里，都会登载天安门的剪影图片，背景

是放光的红太阳。有了这些耳濡目染，天安门

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根，占据了至高无上

的地位。以致在孩提时我就有一个梦想，盼望

长大后能有机会去一次北京，目睹一下心驰神

往的天安门。

上学后，我在《思想品德》课本上得知，中

国共产党为了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以星火

燎原之势，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他们爬

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皮带，冒着枪林弹雨一路

走来；他们与残暴的日寇浴血奋战，把侵略者打

回了东洋老家；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

地斗争，打垮了蒋家王朝；他们打土豪分田地，

解放了穷苦百姓……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

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政权。

有一次，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放映一部电影，

片名叫《开国大典》。镜头里出现1949年10月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

袖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真切地感

受到什么叫扬眉吐气，什么叫国家的主人。那一

幕，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毛主席的声音也常

常回响在我的耳畔……于是，我更加渴望，有朝

一日去见识一下雄伟的天安门。

幸运的是，在我十六岁那年，受北京军区篮

球队之邀，前去测试体能。我踏上开往北京的列

车，兴奋得在列车上一宿都没睡。接站的朋友把

我带到招待所，安排好住宿后让我先休息一下。

我说：“不行。我一点都不累，赶紧带我到天安门

去看一看。”

从大前门走进天安门广场，我停了一下

脚步，环顾四周，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没想

到，原来天安门广场竟然这么大啊！广场中

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是毛主席撰

写的碑文。往南是毛主席纪念堂，东边是中

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面是人民大会堂……

穿过长安街，跨过金水桥，仰望天安门城楼，

才发现天安门原来是如此之高大。我来了！

等我回家后，该如何把天安门的高大描述给父

母和亲友们呢？我找呀找，最后把参照物选择

在毛主席画像的纽扣上。毫不夸张地说，那纽

扣足有我家的洗脸盆那么大。由此我可以让

他们去想象，毛主席的画像该有多大，天安门

城楼该有多高大。

在天安门前逛了一会儿后，朋友要去买游览

故宫的门票，却被我拦住了。我说：“急什么？哪

天有时间再逛吧。我现在有些累了，想回招待所

休息。”朋友很诧异地说：“你迫不及待地要来，到

了故宫，现在怎么又不想进去了？”我说：“其实我

想看的，就是这神圣的天安门。”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到过或路过北京，但无

论哪一次，我都要到天安门前转一转。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时隔二十多年后的

2006年，我送儿子到北京上大学。按报到时间我

们早到了一天，便在火车站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

来。我问儿子：“第一次到北京，时间还很充裕，

你想逛逛哪里？”

他并未犹豫，说：“那就先看一看天安门。”

“为什么想去看天安门呢？”我想儿子不至于

也有我的天安门情结。

儿子认真地说：“小时候，爷爷曾经对我讲，

天安门过去是皇帝才能去的地方，现在是咱老百

姓的啦！爷爷说他特别想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可

惜一直没有机会，就告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看

看天安门。”

儿子想了想，又说：“另外，我还想明天早晨

亲眼看一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那场景和我

们平时在学校的升旗仪式肯定不一样。我在高

中时一直是学校的升旗手，上大学后如果有机会

我还想当升旗手。明天早晨，我还能学学正规的

升旗呢。”

“好啊！”

我在心里想，这孩子比我的境界还高呢！

祖孙三代的同一个梦想
□王 爽

清朝初年，一代词人纳兰性德

曾写过题为《柳条边》的七律，结尾

处“若使春风知别苦，不应吹到柳

条边”一句，寥阔之情问道苍穹。

柳条边，当它带着一个封建王

朝的威严横亘在中国北方的茫茫

原野上时，这处“插柳结绳”的柔和

边墙，从此使丰茂富饶的黑土地有

了“边里”与“边外”之说。以至于

多少年以后，一代代的东北人还能

从老辈人的口中，听到这些熟悉而

又陌生的字眼。

2024年的夏天，我们穿行于柳

条新边——这段从康熙九年（1670）

至康熙二十年（1681）修筑的“吉林

边墙”附近，重温300多年时光飞奔

而去留下的累累印痕，采撷那些与

柳条边有关的过去和现在……

悠悠珠山

珠山是舒兰市法特乡松花江

畔的一座绿野如碧的宝山。不远

处，浩浩汤汤的松花江正从它面前

奔涌而过。

向导朱岩介绍，这里曾是黄鱼

圈遗址。约3000年前，先祖们曾在

这里生活过，像燃起的火苗一样，

“西团山文化”倏地飞舞起来，又悄

悄地把火种带去四面八方。

历史上东北这方山林江河，盛

产鳇鱼、珍珠、人参等宝物。到清

朝时，为保护长白山地区“参山珠

河”不被破坏，康熙二十年（1681），

北端柳条边修筑完成。至此，柳条

边内，松花江与嫩江、伊通河等河

流围场，成了“禁中之禁”。

清朝初年，采珠、捕鱼牲丁常

奉命奔波于这一片松花江畔，穿

梭于风涛之间。就像称谓从北珠

变为东珠一样，毗邻松花江的这

座宝山，据说因有采珠官常住而

得名——珠山。虽被冠之以“珠

山”，却并无富丽堂皇的珠光宝

气，反而见证了世间的几多辛酸。

在乍暖还寒的北国四月，打牲

乌拉总管便会分派官兵乘船进入

松花江，全身赤裸的珠丁此时腰系

长绳、手持木杆深潜入水底15米以

下，将河蚌拾起放入所挎的鱼皮兜

中，然后摇振绳索，由人拽到船边，

反复二三次。岸边微薄的火焰哪

里能阻挡彻骨的冰冷，珠丁们哆哆

嗦嗦地轮换烤火驱寒，苦乐悲欢乃

至性命都寄托在这些河蚌之中。

正所谓“百难获一称奇珍”，东

珠，这颗生于东北、举世罕见的珍

宝，从柳条边内珠河里被采起，熠

熠生辉闪耀绽放的背后，是数不清

的珠丁血泪与堆积如山的蚌壳。

更不用说紫禁城内外，围绕这颗东

珠，有多少明争暗斗的权力倾轧，

据说压死大贪官和珅的最后一条

罪状便是私藏东珠。

人类那无休止的贪念，终于像

一条狰狞狂舞的巨蛇，歇斯底里地

吞噬了河蚌原本的生态系统。东

珠璀璨的背后，是河蚌因帝王的赏

玩而遭遇的灭顶之灾，空留“珠山”

之名，与松花江日夜相对……

今日的珠山，已是江畔处一座

秀美的自然奇观。穿过并不陡峭

的小路，10多分钟便可登临珠山，

饱览松花江畔长天一色、烟波浩

渺，殊不知竟一眼越百年。

恋恋不舍地下了珠山后，正

好碰上了一对轮渡夫妻。带上

车，踏上轮渡，5分钟我们就可直

奔对岸，节省了上百里的行程。

隆隆声中，但见江水滔滔、浊浪滚

滚，昔时采珠人的艰险可想而

知。这让我想起一句诗：遍身罗

绮者，不是养蚕人！

那屋，那树，那人

轮渡过了松花江后，按照行程

先后走访了四台子等边台。地面

上已几不可辨，差不多和周围的农

田融为一体。令人欣慰的是，这些

围绕着边台蓬勃起来的众多村屯，

和四台、五台……九台等名字一

样，不光完整地流传下来，还成为

柳条新边留给今人最佳的文化坐

标与情感地标。

在上河镇四台村，一处传统满

族民居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和左

右现代化、满汉融合的民居相比，

它带着历史原汁原味的模样，让人

忍不住走近。

主房右侧为一处高高耸立、上

小下大的圆形大烟囱，称为“呼

兰”。原来，当年的满族民居多以

草苫顶，为防止烟囱里冒出的火星

燃着草顶，所以特将烟囱独立设置

在距离山墙二三尺的地上。

据村民介绍，这座老房子已

有百余年历史。就在我们试图

询问更多有关这座百年民居主

人家的信息时，村民却迷茫地摇

了摇头。

一路上见识了太多因年代久

远致使记忆深处的晦暗不明，这座

遗失了主人的民居无疑最令人唏

嘘。青色砖墙，一块一块砌成了斑

驳历史里的层层叠叠。小小的瓦

当透着朴拙的精美，阳光下的兽首

等图案今时今日仍是威风凛凛，和

院落里无人照料的树木一样，兀自

那么坚韧又脆弱地存在着。也许，

不久后的某一天，这些用泥土烧成

的青砖终将分解还原，撒落在田塍

里的脚印上，撒落在我们这些人的

心间和头发里。

第二天，将要到达东辽河右岸

二十家子满族镇时，朱岩眉飞色舞

地介绍：“正是先有树，后有二十家

子，有了二十家子，才有公主岭，这

棵老榆树可是见证了柳条边的历

史变迁和小镇的兴衰！”

二十家子满族镇是柳条新边

上的边台之一，眼前这棵直径近2

米的古榆，冠如华盖，枝繁叶茂，树

身覆盖着人们祈福的红布条，远近

村屯，拜谒的人流络绎不绝。这棵

古榆树可以说是黑土地上的“活化

石”，它目睹了一个村镇的从无到

有、柳条边的兴衰，甚至整个东北

的风起云涌……历史的每一道闪

光都在它的树皮上镌刻下一处凸

起，每一场黯然都遗存下皲裂，那

是古榆树对岁月的书写。

守树人于师傅鬓发斑白，自

发当起了这棵东北神树的“伙伴

儿”。人多时，人们在神树前观

瞻，和于师傅唠唠嗑，听听他娓娓

道来的故事。那天的风很大，古

榆树的参天枝叶正好能环抱整个

院落，抬头就能看到它随风婆娑

的翩翩舞姿。

我禁不住好奇，古榆树究竟有

多古老？

有人说，它有300多年历史；有

人听后则撇撇嘴，“不止，我看啊，

它至少有千年”！

边门如云

灼热的晌午，在等待开启布

尔图库边门的大门时，我的目光

循着一位崩爆米花的老人有条不

紊的双手，看他变戏法似的用古

老的方法崩出童年里喷喷香的爆

米花。正溜号间，一声吱呀的开

门声响起，研究馆员隽成军已打

开了大门。随即一步迈过现实的

喧嚣，一步便踏进了布尔图库边

门的历史里。

布尔图库边门位于四平市铁

东区山门镇，为清代柳条边吉林边

墙第一座边门，也是柳条边新老边

墙21座边门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古

建筑。它始建于康熙九年（1670），

当时仅有一座边门的门楼、兵丁房

和仓库。《吉林通志》卷十五曾记

载：“布尔图库门，旧名布尔图库苏

巴尔汉，又名半拉山门。苏巴尔

汉，国语塔也，以门之东南塔山为

名。乾隆年间奉部文裁苏巴尔汉

四字，唯称布尔图库门。”

一墙之隔的街外，人声鼎沸，

溢满人间烟火气。一墙之内的边

门遗址，气势不减当年，却没了严

苛，反倒包容着现代的一切。

布尔图库边门现存有兵丁办

公用的堂屋、耳房、门楼等建筑。

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堂屋用

的木材还保持了当年的模样。隽

成军介绍，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

构，全是当年的原始式样。众人于

是啧啧称奇。我们细看，发现那是

一种悬在空中的精巧手工，用三角

形的木椽支撑着，室外是30多摄氏

度的高温，室内却清凉无比，想必

与这样的高耸结构有关。

柳条边的边门在此刻终于有

了实感。

颇为讽刺的是，当年进出边门

的各族居民，必须持有证明，从指

定的关卡验证进入，否则就以私入

禁地论罪，关押在这处院落的耳房

里。布尔图库边门算是真正经历

了脚下的这方土地，如何从柳条边

时代的封锁、封闭，到如今兼容并

蓄、和谐发展……

如果说柳条边是朵云，那么此

时的我恰好抬头，看到了云朵经过

后的蔚蓝天空。今时今日，柳条边

已迈入新的篇章。“吉林边墙”和它

所承载的那些悠远历史与来自民

间、自然的文化魅力，将一如黑土

地上迎风挺立的茂林野草，带给我

们长久的回味与感叹。

夏
风
吹
过
柳
条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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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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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深处的柳条边是独特的文化

存在。

柳条边是清政府为攘外安内修

建的一条“干打垒”土墙，墙高、宽各

约3尺，两侧有深沟，墙上植柳树，柳

之间结绳，其军事上可御敌，民用上

可以防流民涌入“皇封禁地”。柳条

边，吉林境内西起布尔图库边门（今

四平山门镇），东至舒兰法特亮甲

山。《吉林通志》记载：“布尔图库门，

旧名布尔图库苏巴尔汉，又名半拉山

门。苏巴尔汉，国语塔也，以门之东

南塔山为名。乾隆年间奉部文裁苏

巴尔汗四字，唯称布尔图库门。”柳条

边的修筑，基本确立了农耕、游牧、渔

猎区域的界限。在这条“绿色长城”

轴线上，又分边里、边外。边里是满

族，边外是其他民族。无论边里还是

边外都有自然风物和人文传奇，或许

生命的绽放超乎你的想象。这条轴

线的边里有个二十家子满族镇，隶属

公主岭管辖。镇上，有一棵令当地居

民和游客备感惊慕和顾惜的古榆

树。这棵古榆树是自然界的奇迹，历

史的见证者，我们在古榆树年轮上读

出了时空流转、沧海桑田。

二十家子满族镇位于公主岭市

区的西南部，周围环绕着连绵起伏的

丘陵和森林。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适宜榆

树生长。春天，这里的榆树吐露新

芽，充满生机；夏天，树荫下凉爽惬

意；秋天，满树金黄；冬天，白雪皑皑，

别有一番景象。

这棵古榆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明初，甚至更早，树干很

粗，要几个成人拉手搂抱，树高40米

左右，树冠达几十米。它历经风雨，依

然挺立在二十家子这片土地上。当地

的村民世世代代与这棵古榆树生活在

一起，因为它不仅是自然奇葩，更是二

十家子的编年史，二十家子第一户郭

姓人家闯关东经此处，看到这里榆树

“气象万千”，认定这里是风水宝地，就

在这棵古榆树前选址建房搭屋，成了

二十家子第一户人家，果然，清光绪十

九年，郭家男儿郭兴伍中举。后来陆

续有二十户人家在此落户，这便是二

十家子满族镇的由来。在一些特殊的

节日和喜庆日子里，村民们会围绕着

古榆树举办一些纪念仪式，用这种方

式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意。

古榆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

与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紧密相连。

村民说，这里曾经是一个古老的驿站，

商贾往来，车马喧嚣。榆树下是旅人

们歇脚的地方，他们在树下休息、避

风、打尖。久而久之，这棵古榆树也被

赋予了“庇佑之神”的地位。

相传乾隆率重臣巡察“柳条边”防

务时，在大榆树下憩息赋诗一首：

西接长城东属海，柳条结边画内外，
不关阨塞守藩篱，更匪舂筑劳民惫。
取之不尽山木多，植援因以限人过，
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
譬之文囿七十里，围场岂止逾倍蓰，
周防节制存古风，结绳示禁斯足矣。
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
麋鹿来往外时获，其设还与不设同。
意存制具细何有，前人之法后人守，
金汤巩固万年清，讵系区区此树柳。

民间传说，这棵树能预测天气变

化。每逢重大节气或有大事件发生

时，这棵树的树叶会发出不同的声响，

传递信息。有一次，当地村民准备庆

祝丰收节，突然树叶沙沙作响，声音异

乎寻常。村民们感到事态不妙，纷纷

采取预防措施。果不其然，当晚一场

罕见的暴风雨袭击了村庄，但由于提

前做了防范，损失并不大。从此，神榆

树的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对它的崇拜

也愈发坚定。其实，世间万事万物都

是有感应的。

有谁能知晓古树见证了多少海誓

山盟、忠贞不渝的爱情和悲欢离合呢？

当地的孩子升学，青年男女恋爱、结婚

都要到此，面向古榆树留下悄悄话，这

是对大自然的尊崇，是对那棵古老生命

的呵护和礼赞，是对生活的热爱，让平

凡的日子浪漫些、更有仪式感。树上挂

着的每一幅红绸都饱含着温情，据讲，

古榆树上喜鹊窝最多时达几十个，应了

那句民谚：喜鹊、老鸹奔旺枝。

古榆树除了承载历史和文化，其

生态价值也不可忽视。随着生态保护

意识的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和当地居

民也加大了对古榆树的保护和研究力

度，采取措施防止病虫害的侵扰，确保

这珍贵的自然遗产得以永续。

古榆树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旅游景点。一年四季吸引大量游客前

来观赏。

古榆树是开放的课堂，有的学校

在古榆树下现场开设了专门的研学

课，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触摸、

记录、绘画古榆树，了解其生长规律和

生态价值，围绕古树生长的其他生物

也进入他们的视野。学生们用诗歌、

记叙文、说明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情

感。学校还邀请学者、专家为学生们

讲座，传授保护古树的知识，培养孩子

们的生态意识，将热爱大自然、关注环

境保护的理念植入到孩子们心中。

公主岭二十家子满族镇的古榆

树，是大自然赐予我们人世间的杰作；

是柳条边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它静

默地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从生

命价值、生态价值、文化美学，还是从

经济效益来研究，古榆树都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通过全社会的共识和努

力，古榆树才能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

枝繁叶茂，为我们留下更多美好的历

史记忆和珍贵的文化财富。

柳条边的古榆树
□张 藩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小微王小微

柳条边采风

柳
条
边
采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