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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之旅
□顾金达

每年春秋季，我们璜泾镇永乐村“茶
友会”都会结伴出游。今年9月，我们决
定去往凉爽舒适的北方，一行二十人从
上海虹桥出发，抵达美丽的历史名城沈
阳，之后一路旅行游览，直至俄罗斯海参
崴。

九月五日，抵达沈阳时已是灯火通
明，晚餐后，我们结伴游览了沈阳美妙的
夜景。

翌日上午，大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
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

沈阳故宫是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古代
优秀建筑传统，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
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虽
然沈阳故宫没有北京故宫睥睨天下的霸
气、气吞山河的强势和连绵不绝的壮阔，
但多了几分秀气婉约与和善亲民的特性，
故宫内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浮雕壁刻充
满厚重沧桑的历史感。

张氏帅府是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
良的官邸和私宅，始建于1914年，占地
面积十分宏大，是我国近代优秀建筑群
之一。走进帅府中院，青砖结构的“目”
字形三进四合院呈现在眼前，正门南侧
有一座起脊挑檐的影壁，正中镶嵌一块
汉白玉板，上刻“鸿禧”两个大字。正间
两侧各立有一对抱鼓石狮和上马石，府
前坐落着张学良将军身着戎装的雕像，
气宇轩昂，十分威武。走出帅府便来到
赵一荻故居。这栋红色小洋楼见证了赵
四小姐与张学良的坚贞爱情，美貌与才
华并存的赵四小姐正是从这里开始，不
顾家庭阻挠、不计名分，陪伴张学良直至
人生终点。

结束参观后，我们又启程出发，下
午，从沈阳到达长春。

九月七日，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早
晨，我们来到下榻酒店顶楼享用了丰盛
的早餐，朋友戏言，空中就餐是“大姑娘
上花轿”——头一回。上午八时多，我们

跟随导游参观了长春伪满皇宫和长春电
影制片厂旧址。

长春伪满皇宫又称伪满皇宫博物
院，是到长春旅游的一大看点，对于喜欢
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的游客来讲，是个
值得浏览的地方。伪满皇宫建于1933
年，是伪满洲国皇宫，也是日本侵华的惨
痛历史见证。该馆史料翔实、展品繁多，
深刻揭露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奴役残
害东北人民的罪恶行径。

长春电影制片厂旧址记录着长春电
影制片厂的发轫、繁荣和变迁。在这里，
我们重温了好多著名的影片。《五朵金
花》《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一大批优秀
电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伴随
我们度过年少时光。岁月不居，年华似
水，虽然这里的一切已成历史，但它不仅
是文化传播的桥梁，更是新中国走向辉
煌的见证。

九月八日，我们来到吉林名镇——
二道白河镇，将从这里登上美丽的长白
山。乘坐景区大巴到达山脚后，便换乘
小型登山车，沿着弯弯曲曲盘旋而上的
山路，直奔长白山顶，环顾左右，只见郁
郁葱葱的树木掠窗而过，满目苍翠，风光
无限。登山车升至海拔两千米后，奔驰
在高山苔原带，路旁怪石嶙峋，别有一番
景致。来到山顶，天池就在眼前，那一片
蔚蓝色的湖泊像一面大玉镜，映出了四周
巍峨的群山和天上走动的白云。“池在云
之上，云在峰之巅，脚下是火山，头上是云
天。”这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只
有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她的美丽和神
秘。

九月九日上午，我们抵达黑龙江鸡
西市。在这里，我们将走出国门，前往俄
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美丽海滨城市——海
参崴。

午后验关出境，我们转乘旅游巴士
前往目的地，路程较远，有230多公里，
耗时6个小时。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

人少地多，沿途少见车辆和行人。放眼
窗外，绿茵铺地，一望无垠。导游在车上
讲解着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介绍着我
们未来两天的旅行计划。

海参崴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冻港之
一，有三个美丽的海湾：金角湾、乌苏里
湾、阿穆尔湾。天然的港湾常年风平浪
静，景色如画。

我们在列宁雕像前拍摄了集体照，
远眺海参崴火车站，精美古朴，十分漂
亮。它是西伯利亚铁路的东端终点，站
台上有9288字样的双头鹰雕塑，表明从
莫斯科到这里的距离是9288公里。

接着，我们乘游艇出海游览金角
湾。金角湾是海参崴的黄金海湾，也是
海参崴魅力的精华所在，景色迷人，风光
无限。我们领略了美丽的海湾，看成群
海鸥随艇飞舞，竞相争食人们抛向空中
的面包，场面热闹，其乐无穷。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还游览了海
参崴的很多名胜古迹。旅途中，我们感
受到了俄罗斯人自由奔放和永不服输的
民族精神，美丽大方的俄罗斯姑娘、幽默
风趣的俄罗斯小伙子和衣着整洁、彬彬
有礼的俄罗斯中小学生都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吹着海风，赏着海景，喝着伏特加和
啤酒，品着俄罗斯菜肴。这古朴又别致
的民族风情，让我们体验到了中俄不同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

三天后，我们乘旅游专车返回祖
国。窗外，层林尽染，秋意正浓，一望无
际的大豆田悄然换上了黄绿新衣，离成
熟不远了。 傍晚六时，我们回到了鸡西
市，回家的感觉真好。

九月十三日，我们来到位于牡丹江
市的镜泊湖风景区。受前一段时期台风
影响，水位上升，瀑布进入丰水期，镜泊
湖迎来最佳观赏时机。

双层游艇把我们带到镜泊湖各个景
点，船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美丽的镜

泊湖微波荡漾，风景如画。两岸青翠葱
茏，花草树木映衬着湖水，构成了一幅流
动的画卷。

游艇返回后，我们前往镜泊湖北端，观
赏著名的吊水楼瀑布。这瀑布的形成很奇
妙，火山喷发时，熔岩遇江水形成一道天然
大坝，坝上为湖，坝下为江。在湖水拥挤的
出口处，强劲的水流深砌玄武岩中，形成了
壮观的瀑布。吊水楼瀑布飞流直下，目测
其幅宽有一百多米，落差三十余米。下
面的圆形水潭上水雾弥漫，人们称其为

“黑龙潭”。飞瀑奔腾而下，浪花四溅，气
势磅礴，声震如雷。

傍晚，动车抵达哈尔滨。哈尔滨是
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
化和旅游观光城市，被称为“冰城”、“东方
莫斯科”和“音乐之都”。它不仅荟萃了北
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融合了众多
的中外历史文化。

九月十四日上午，导游带领我们游
览了东北虎林园。园内散养着几百只东
北虎，我们乘坐在专用的旅游车内漫游
群虎之间，仿佛被关在“笼子”里，老虎则
优哉游哉地看着我们。为了寻找一点刺
激，同行的李女士花八十元买了一只活
鸡，喂食群虎，目睹老虎竞相争食的激烈
场面。

接着，我们去参观了圣·索菲亚教
堂。这座高大宏伟的教堂坐落于哈尔滨
市道里区索菲亚广场，由一座主楼和四
座侧楼组成。主楼的楼顶是一个绿色的
圆形穹顶，侧楼的楼顶是尖尖的，如众星
捧月般护卫着大穹顶。

旅途的最后，我们游览了亚洲最长
的商业步行街——哈尔滨中央大街，踩
在坚实而精巧、光滑又细腻的石头路面
上，置身于建筑艺术长廊中，感受着充满
情趣的百年老街的无穷韵味。

在返程车轮滚滚的铿锵声中，大家
觉得不虚此行，十多天的旅途劳顿，疲惫
中充满了惬意和满足。

邻居家两位老阿姨每天中午都会从
我家门前经过。“去老地方？”见面时，我
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就像学生上学一
样，每周五天下午都在日照中心度过。
泥桥村日照中心坐落在小镇一角，设施
是标配的，聊天室、棋牌室、电视室、按摩
椅等一应俱全，吸引了村里很多老人。

因要去日照中心教老人用智能手
机，一来二去彼此都熟悉了。来日照中
心的老人中解放前出生的居多，用智能
机玩抖音的多为“50后”和“60后”。80
岁上下的老人大多没进过学堂，生儿育
女，一生操劳；造房起屋，勤俭一生，满脸
的皱纹写尽了人生的艰辛。我发现，他
们没一个大腹便便，个个身体瘦削，但青
筋硬骨、身板硬朗，不少人仍在耕耘。如
今，太仓农民基本都住进了别墅，家用电
器不缺，现代化厨房也替代了昔日老灶
头，住宅四围花开花落，宅前屋后蔬菜果
树环绕，原生态的蔬菜不仅一年四季供
全家食用，还能每天一大早拿去市场
卖。他们告诉我，为了让菜新鲜，凌晨三
时就起床采摘。我笑着问他们：“黑咕隆
咚怎么看得出呢？”他们说：“老师，你不
种田不知道，现在我们都用上头灯了。”

有了日照中心这个“聊天平台”，老
哥老妹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唱唱老歌、唱
唱地方戏，半天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
中打发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志愿军战
歌》等常从日照中心传向四方。

日照中心的老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话题——“老底子”。是呀，每人都有如花

般的青春季节，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当年
大家都是“帅哥靓妹”，那是最值得怀念也
最值得炫耀的年华。青年人向往未来，老
年人缅怀往事，因而朝花夕拾有永远说不
完的故事，有永生难忘的回忆。我与他们
是同龄人，也有与他们相同的“战天斗地”
经历，因而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集体劳动的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成
片成片的土地，每年的春播秋收全靠队里
的男女老少百十来人完成。一个生产队
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超级大
家庭。大家出大力、流大汗，一心为

“家”。农忙时节，披着一身朝霞下田，伴
着满天星斗回家。女人们以弯腰劳动为
主，男人们以肩挑扁担为主，全队社员起早
贪黑为的就是多挣工分多分钱。朝花夕拾
的回忆中，有男婚女嫁的爱情故事，有建房
造屋的创业故事，更有改革开放神州大地
天翻地覆的变化故事，一肚子讲不完的往
事，喜怒哀乐尽在匆匆的人生经历之中。

“岁月赠我两鬓霜，红尘赐我一身
伤。尝遍人间万般苦，衰颜依旧笑夕
阳。”老人们是共和国最勤奋的一代人，
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终于迎来了快乐的
夕阳生活。走进日照中心，沏一壶香茗，
点一支香烟，冬有暖气，夏有凉风，工作
人员时不时出些简单有趣的智力游戏，
参与者还能收获小礼品，卫生院的医生
来作科普讲座，“银发一族”挨挨挤挤、欢
聚一堂，多么舒心，多么惬意。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
犁田不用牛。”当年的那个梦终于成真。

上世纪50年代，参加农业劳动是学校教学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年秋末，我们太仓县中学初
三年级被分配到璜泾公社新华大队参加种小麦
劳动，时间为一周。学校在城厢镇，为什么要舍
近求远到距离学校30多公里外的生产队呢？在
动员大会上，校领导明确说明，新华大队是省级
农业先进集体，社员干劲足，生产收成高，到那里
去支农劳动可以使同学们得到更多的教育。

当天傍晚，我们打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横幅标语，列队走
向太仓轮船码头。班主任告诉我们要坐将近一
夜的机动航船(也称小火轮)。轮船驶出码头，不
少同学还是第一次乘坐，很是好奇，争着靠船舷
的座位。船刚从城北河转向盐铁塘，只见西岸边
灯火通明，一群大小不一的小高炉个个直冒烟
火。航船向北慢慢进入乡间航道，月光朦胧，雾
气升腾，隐约可见河边几处农舍后的小竹园里不
时闪出手电筒的点点灯光，几个人影似乎拿着大
网东奔西跑。班长见识多，喊着：“他们在竹园里
抓麻雀除四害呢！”

船只从盐铁塘转弯进入七浦塘，此时天色更
暗了。毛姓语文老师大概是为了给似睡非睡的
同学们提神，忽然大声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关
于太仓的古诗吗？”同学们一阵摇头，接着，他慢
条斯理地给我们讲了宋代苏州诗人顾逢的《太仓
道中》一诗，也许是因为特殊的天时、特殊的地利
以及特殊的人和，至今我还记得：“露气侵衣月满
船，梦回依约五更天。枕间听得鸣鸡犬，知在谁
家村上眠。”慢慢地，我们靠着船座进入梦乡。

不知何时，听一同学大声喊道：“快醒醒，看
前方好像是璜泾镇的西塔。”大家顿时从睡梦中
醒来，纷纷揉着双眼挤向船舷。“那真是宝塔。”

“一共有几层？”“四层？五层？”天蒙蒙亮，我们下
船整队踏上到新华大队的“大官路”。清晨，天色
渐亮，天高气爽的初秋呈现在我们面前，片片收
割完的稻田，田埂上堆着垛垛稻子，谷物的清香
直冲我们脸颊，弥漫我们全身。田野里，小鸟鸣
叫，给我们整齐的脚步作伴音，被老牛翻耕的块
块黏土在朝霞里闪着深褐色的光亮，似乎在呼唤
我们早点儿下种，期待明年的丰收。

很快，我们在带队老师和当地生产队长的指
挥下，入住农家客堂间，主人家已为我们在清空
的地上铺了厚厚的麦秆作褥子。放下行李后，我
们又来到邻家的客堂间，那里是我们的食堂，屋
里整齐地排着多张八仙桌和配套的长条凳。我
们的伙食和生产队的社员完全一样，早晨肉馒头
或油条加稀饭，中午晚上是有荤有素的三菜一
汤，米饭随便吃，吃得饱吃得好。劳作时间也完
全和社员一致，每天三个时段下地：一早起床首
先下地干上近两个钟头，然后回住处洗漱吃早
饭，接着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干活，直到摸黑回屋。

那个年头，农活都是靠人力和耕牛劳作。在
耕牛翻地前，社员们已把畜粪、河泥等土家肥均
匀地撒入田间，耕牛翻地后就需要人工用铁搭把
大块的泥土敲碎砸细，然后再撒入麦种，最后用
铁搭刨土，使种子入土。撒麦种和最后的刨土是
精细又有技术的农活，由农民们操作，我们学生
干的是翻地后的第一步，先由老农给我们作示
范，然后每人领一把铁搭作业。社员们是一人干
一垄地，我们则是两人一垄学着做。

一个星期的劳作，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农民
的艰辛。毛老师在我们结束下地的前一天中午，
又给我们讲解了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
们都说小学学过了，但毛老师说：“通过这一周的
种麦劳动，你们是否理解更深？”他用四个字来概
括这诗，“锄、汗、餐、辛，最后收获一个字——

‘惜’，要珍惜爱惜劳动成果，这样我们的人生就
升华了，也就可以成就一个大写的‘人’字。”确
实，老师的讲解使我们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

一个星期的种小麦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最后
生产队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作为送别礼物，
可惜当时没有照片更没有录像留存，但社员们的
深情厚谊我们永记心头。

往事可以是一缕烟，岁月却永远是一首歌。
一次小火轮的夜航，一次种麦的劳作，永远留在
我的脑海里。航船与河浜，西塔与田野，铁搭与
土块，麦子与诗词，农人与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永
存。

云海飞瀑图 □邓进

到新华大队种小麦
□李镛

日照中心朝花夕拾
□徐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