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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寻芳
景点推荐

春来营口觅芳踪之

山野
寻芳

五月的风携着草木的芬芳，轻轻叩响
探寻自然与历史的窗扉。这个春天，让我
们带着孩子踏上山野寻芳、研学探秘之
旅，在古人类遗址的文明脉络里溯流而
上，于杜鹃花海的绚烂盛放中拥抱自然，
在烟火氤氲的乡土风味里，赴一场跨越时
空的春日盛宴。

晨光初熹时，抵达金牛山古人类遗址
陈列馆，仿佛推开一扇通往旧石器时代的
时光之门。这座隐于绿意中的陈列馆，收藏
着28万年前金牛山人留下的文明密码——
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器工具、斑驳古朴的动
物化石，在柔和的灯光下诉说远古人类与
自然博弈的智慧，将带领我们开启一场跨
越时空维度的对话。当稚嫩的小手触碰复
原的原始石器工具，当好奇的目光与远古
智人的颅骨化石相遇，历史的厚重感让抽
象的时间概念变得可触可感，让孩子们在
俯仰之间，读懂“人类从哪里来”的永恒
命题。

告别史前文明，驱车前往大石桥市建
一镇黄丫口景区。五月的黄丫口是花海织
就的梦幻王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从山
麓一直烧到山顶，粉的娇嫩、红的炽烈，
在苍翠林海中掀起一团团花海。穿行花间
小径，花瓣簌簌落在肩头，空气中浮动清
甜的草木香，耳畔是山风与溪流的和鸣，
让人恍然跃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特
别值得体验的是“一脚踏三界”的独特地
理奇观——站在黄丫口主峰界碑处，脚下
的土地同时接壤大石桥市、海城市、岫岩
满族自治县三个地域。极目远眺，层峦叠
嶂间云卷云舒，颇有“会当凌绝顶”的豪
迈。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每一处都是不
容错过的大片素材。此时，不妨让孩子用
画笔标记走过的足迹，在自然课堂中理解
地理边界的概念。特别提醒您，5月10日
至5月25日左右为杜鹃盛花期，千万不要
错过春日这份独有的“限定款浪漫”哦！

暮色四合，旅程的最后一站落在烟火氤
氲的乡土餐桌。汤池羊汤的香气顺着街巷飘
来——乳白色的汤头翻滚着鲜嫩的羊肉，撒
一把翠绿的葱花，配上金黄的油饼，热腾腾
的暖意从胃漫到心间。若偏爱河鲜，周家水
库的铁锅炖鱼是绝佳选择。活鱼现杀入锅，
在柴火灶上“咕嘟”作响，浓郁的酱汁裹着
鲜嫩鱼肉，贴在锅边的玉米饼子吸收了汤汁
精华，咬一口便让人想起“慢食三餐，细品
四季”的朴素幸福。

酒足饭饱后，不妨带孩子漫步街巷，
听商贩的叫卖与邻里的谈笑声声交织。若
是恰逢民俗表演，还能让孩子沉浸式感受
乡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这场旅程不仅是一次春日观光，更是
一场融自然教育、历史启蒙、乡土文化于
一体的沉浸式研学，是对自然的敬畏、对
历史的温情，更是对“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真切践行。这个春天，带上孩子，
在山水之间，赴一场关于成长、关于热爱
的春日之约。

本报记者 崔薇薇

正月过完，节气就一波接一波地欢快起来，惊
蛰、春分、清明、谷雨……哪一个念出来都透亮清
爽，惹得春风浩荡，春水初生，眨眼间吹开一朵朵
花，照亮营口的山山水水。

自然就是如此，只要时序到了，无须挑选时
间，花骨朵就会凭空冒出来：一朵、两朵、三朵，
一枝、两枝、三枝，一树、两树、三树……整个天
空梦幻般富饶起来、璀璨起来。城里城外，说不定
哪处就燃起一处礼花，闪烁在瓦蓝的天空。

此时，最好约上三五好友，换上早已准备好的
春装，一路寻着花开的声音，去遇见属于自己的蓬
勃和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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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跃入眼帘的，除了杏花，还有谁呢？“一色
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如今，苏东坡可要
羡慕我们的“坐骑”，比他朋友的马跑得更快。从营
口出发，一路向东，过了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再向
东，远远就能看到掩在杏花光影里的村庄。此时，
千千万万朵杏花迎着料峭春风，在枝头笑着、叫
着、闹着。它们的脸上沾着明晃晃的金粉，挤在光
秃秃的枝丫上，不用绿叶陪衬，笑盈盈地看着村庄
又长了一岁，看着世界重新变暖，变轻。

它们简约疏淡又热烈奔放，很难想像这是同样
一种存在。漫天光影里，都是它们晃动的身姿，那
么顽皮地荡在枝头。无论你从哪一树下走过，总有
一片花瓣，落在你的鬓发间、落在身后小路上……
而大幅度的美、大剂量的爱，全都灌注在天地之
间，蓬勃着山岭沟壑，澎湃着村庄家园。它们从开
花的那一刻，就开始向最后的结果努力。要证明自
己么？只需一颗果实来回答。站在它们身下，仿佛
你也变成那样一朵花。

整个村庄也因着杏花，有了分外的诗意。牧童
遥指的杏花村，仿佛就是这里。地域从来限定不了
诗意和美好。人心向往的地方，就有杏花雨飞过。

从村庄穿过，那一枝红杏倚着门扉，笑着和你
说再见。那一个回眸，天地为之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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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徽因的四月天啊，一切都嫩得像蛙鸣，
在波光粼粼中游向明亮的春天。当一粒鸟鸣滴在瓦
楞上时，鲅鱼圈区芦屯镇杨屯村的桃花开了。

仍是漫山遍野的甜梦，占领着村庄。仍是从《诗
经》中窈窕地走出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地摇
着衣袖。仍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眼神相交，心领
神会，那些发生在时代里的故事。当然，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越发鲜亮。不是吗，不管多么暗淡的午后，每
家每户门前的一树桃花，都含有一抹明媚的笑，让人
一下子就悟觉到了，历史与乡土，其实从未远离。

在甜桃之乡，你会爱上这桃红灿烂若云霞。会
爱上花香萦绕，皆是被爱镀过的金光。会爱上为微
小而美好的事物纵情歌唱。也会爱上为追求美好而
脚步不停。

同样奔走在山野的，还有村民。他们比蜜蜂还
要欣喜忙碌。在他们眼里，桃花不仅是花，是美
丽，更是好日子里的甜。一朵花，就是一个希望。
千千万万朵花汇聚起来，就是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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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爱被无限放大，占领天空、大地、河
流、高山，无所不在。爱，让我们与一万朵花相
遇，与千千万万朵花相遇，相遇在山水之间，相遇
在时光里。

此刻，每个看梨花的人，都成为春雪的一部
分。春雪烹茶，不饮也醉。“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
山河已是秋。”惆怅梨花胜雪，人生难得清明。这
时，说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喜爱的真话和情不

自禁，是一个人语无伦次时的纯真和毫无保留。因
为，她忘记了伪装，只剩下赤裸的自己。

沿着盖州市榜式堡镇冰泉山庄的山路，蜿蜒前
行，古井、古树、观雪台、祈福树……一步一景，
用脚步丈量出一幅山村春色图。抬头仰望，一树树
洁白淡雅的梨花，定格在蓝天的幕布之上。

据说，这些梨树已长到了100岁。每年，它都会
向人间撒一树洁白。它的白超越了季节，成为春天
里最美的一场雪，含蓄，清幽，楚楚动人。人们来
到这里，什么都不需做，就静静坐在石径的台阶
上，望望天，看看山，听听风。这里自动屏蔽世
俗。在自然面前，人类和其他万物一样，只能感恩
和缄默。

更令人怜惜的，是这场雪仅有一周时间逗留。
就像世间所有的思念与离别，都有时间的限定。爱
是多么短暂。就像我们总要接受花朵飘落，就像看
着一个人离开，没有任何办法挽留。接受离别，接
受死亡，也接受成熟，接受圆满。这是时光给每个
人设定的答案。它会给予每样事物一些痕迹，深刻
或者清浅，强大或者羸弱，难以抚平或者刻意遗
忘。在自然规则的世界里，给予重新开始的机缘。
每次花开，就是又一次轮回的号角。

所以，要想尽办法从春天的财富里抢出日子，
感受生机和喜悦；再把深情与希望，深深扎向大地
和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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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走啊。还有那么多好看的花，还有那么多
的美，等待与我们相逢。

诗人说：“没有谁能真正拥有一朵花儿，我们只
拥有关于一朵花的光阴与描述。”

那就一直追赶吧。在春天，多么幸福，能够见
证千万朵，一起用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世界的新生。

矗立在我面前的，是仙人岛白沙湾的槐树林。它
们因为擅于防风固沙，移栽在这里。30年过去了，40
年、50年，年轮一圈圈扩大，它们把自己向地下一寸
寸深入，直到用5000亩槐林见证——再平凡的事物，
同样能筑成伟大的梦想。

如果用美掌控世界，会不会更有力量？
五月，槐花香了。
阳光穿过绿色枝叶，洒在洁白的蝴蝶身上，像

一团团萤火，静静燃烧。香气随着脚步移动，每挪
动一步，就有一步的芳香来问候。又仿佛一串串银
色铃铛，粼光斑斓，与海浪高声唱和。

想起老家门后的那株老槐树。怀念母亲做的槐
花饼。清香的甜，留在记忆里的童年。就是这样，
时光不停刻画，同时也会抹去一些痕迹。直到所有
事物都消融在时光的雪里，了无痕迹。

坐在树下沙地上，有光的影子从树叶间隙漏下
来。远处，海水打着碧蓝色的节奏，海水清澈纯
真、海浪柔和安静、沙滩细腻纤细，一起缱绻在阳
光下，唱着未完的歌。只有风，低声絮语， 引领着
你，用目光雕刻出一条隐秘的小径，通向童年。

水是世界上最温柔坚定的力量。面对辽阔宽厚
的大海，谁敢自诩老旧与沧桑，只道人间好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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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吧。就在春天里，一次次奋不顾身地爱
上花开。爱上永远属于你的爱的喜悦；爱上入目无
别人，四下皆是你的誓言；爱上忠贞不渝、坚定不
移的倾诉和爱恋；爱上纯洁的爱情和美好的祝愿的
相守；爱上千万朵微小而美好组成的烟火人间和擦
肩而过的每一张绽放的笑脸；爱上一路追寻的自己。

但愿，每一朵花都不会嘲笑我，爱得如此简单
直白、掏心掏肺。此刻，我只想任性地虚度这些看
花的时刻，静静地，一点一点看着花瓣上的朝阳初
升，纯真又悠长。

夜未央的西海岸迎来东方拂晓的熹微之光。海面
“鸿雁于飞”，海涛“滔滔于天”，来自东方的第一束阳
光，照亮营口市博物馆的玻璃柜角，点燃三足陶鬲三
千年前残留的渔火。渔火中幻化着出海记事的绳纹，
辉映着商周先民仰望候鸟的姿态，一字一行点亮青
铜时代人类与候鸟共享自然的原始契约——澎湃的
鸟群向渔民传递潮汐与渔汛，它们用迁徙的节奏提
示农家农时即将来临。遮天蔽日的羽翼之下，萨满
民族占卜的祈愿在天地之间伴随风声，与没沟营

“巴尔虎人”的 53 枚铁腰铃共舞。那不是历史的偶
然，更不是岁月的只言片语。

从辽河口蔓延开来的 5427 平方公里的土地之
上，候鸟早已书写历史的必然。在金牛山遗址出土
的、令考古学家欣喜若狂的骨笛，是用鹤类尺骨雕
琢而成，每每吹奏，都流淌出雁鸣的泛音。正如庄
子对“天籁”的钟情，迁徙的候鸟阵群向着东方，
澎湃着大地的心跳，诠释着语言无法演绎的宇宙密
码和自然规律。

逆着海风奔跑、追着潮汐浪涛，一路找寻候鸟
来去的轨迹。春风吹来泥土的芳香，夹杂着历史的
硝烟，吹过明代烽火台，戍边将士刻在青砖上的雁
阵图，刀刀刻下归乡的渴望、笔笔烙下使命的忠
诚。人、候鸟，无一不是永恒的漂泊者。我们为这
历史的烽烟漂泊至今感到肃穆，我们为这勇士化身
的海鸟感到肃然起敬。勇士的信仰如此慷慨通透，
使命的召唤永恒矢志不渝。在这片土地与海洋的交
界线上，浪涛拟出万古至今千百万种历史的形态，
万千海鸟在上空盘旋、以沧溟浪涛之势战风斗浪，
万千勇士在这里聚集，高声鸣唱战斗的高歌。三国
群雄逐鹿，甲午海战魂忠，战鼓隆隆犹在耳畔，英
雄豪杰曾在这里跃马扬鞭、追逐风的桅帆。

浪涛茫茫、风雷翻滚在暴雨前的海面，时空的
飞船再次穿越到1861年的辽河渡口，汽笛声警醒沉
睡的湿地与入海口，海鸥群起于阵阵汽笛声的轰
鸣，沉睡的湿地与滩涂在海关钟鼓楼紧紧咬合的齿
轮声与鸟群的和鸣中惊醒，民族的伤逝在狂涨的大
潮中挥动起万千水草与莽莽苇荡，伴随着朦胧的煤
烟，在候鸟的航线上，在浩荡海面延伸的海床上，
投下犹豫而深长的阴影。开埠通商的辉煌阵痛之
下，来自五洲四海的铁锚与网罟深沉辽河口。一场
最为沉痛的历史嬗变，正酝酿着一场持续百年的苦
难辉煌。当海关官员在海关日志里写下“今日验货
棉布三千件”，辽河老街的撂地艺人正仰望天空，喃
喃自语“午时见天鹅群过，计百二十”。

忠诚的鸟儿从未更改历来的钟情。1904年更改
传统路线，为人们传递日俄战争的讯号；1932 年，
数以万计的鸟群提前半月启程，向人们鸣起辽河大
洪水警示的和鸣。鸟儿以来自空中的预警，如先知
书卷般被战争与灾难反复印证。直到新世纪曙光照
亮废弃的码头吊车，人们才真正读懂：候鸟不仅是
生态晴雨表，更是文明兴衰的隐喻——“鸟择良木
而栖”。

营口楞严禅寺的晨钟不觉，1948 年东北解放
时，僧人曾看见候鸟与南下大军同向而飞。时至今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迷途的候鸟提供电子坐
标，俄罗斯科学家与中国同行共享鸟类环志数据。
从牛河梁女神手握的玉鸮到如今湿地监测站的电子
眼，人类对天空的凝望始终未变。当春汛裹挟着冰
凌涌入渤海，西伯利亚的冻土又将开裂，而辽河口
的守望，永远在季节的折返处。当“辽满欧”班列
穿越西伯利亚铁路时，佩戴卫星追踪器的斑尾塍鹬
正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飞越同一片冻土。这些跨

越洲际的翅膀，恰如现代版的鸿雁传书，缔结着不
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生态延续的血脉相关。

这里是大辽河西流入海的神秘之地，渔民的祖
辈相传着“三滩三水”的智慧：贝类养殖区要留出
候鸟觅食带，渔船航道需避开海滩繁殖区。这种原
始朴素的生态伦理，暗合着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核心理念。无独有偶，在蒙古国东部的环志站，中
国志愿者发现明代《九边图说》标注的军镇，与候
鸟补给点的经纬度惊人重合。令历史学家惊骇并为
之庆幸的是，戚继光当年为防倭寇修建的烽火台，
无意间为600年后的鸟类学家保存了原始栖息地的珍
贵信息。同样，候鸟对辽河口的情有独钟，绝非是
一场初见承欢的会面，而是一场千年不改的重逢。
时空交错历史的坐标，卫星云图记载着文明的对
话，候鸟用千百年来的迁徙，向今天的我们宣示着
旧时军事防御体系与现代生态保护体系休戚共生，
让彼时的预言与今天的故事，在亚欧大陆的脊背上
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握手。

夕阳坠海，成群的斑尾塍鹬飞翔成橘色的云
霞，那千万翅膀下掠过的每一处海浪，都是连接过
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时空纽带。作为沿海经济
带上的璀璨明珠，营口以“人与自然”深度对话的
鸟浪奇观，缔造“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的活体纽带。当轮船汽笛与鸟翼同时震动北
纬40°的晨雾，镌刻着“营口鸟浪广场”的石碑在
曙光中泛起青辉。它在日夜不息的潮汐涌动中，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港湾，拥抱横跨大洋的羽
翼航道，让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环保与人文的历史苍
穹下殊途同归。

“黑嘴鸥，白羽毛，春来辽东秋南遥——”童声
清脆，与湿地深处的鸟鸣共振成古老的和弦。（下）

金牛山古人类遗址陈列馆
→黄丫口杜鹃花海→
汤池羊汤/周家水库

在营口，寻着花开遇见美
卜丽爽

“黑嘴鸥，白羽毛，春来辽东秋南遥——”童声清脆，与湿地深处的鸟鸣共振成古老的和弦。 ——题记

营口鸟浪：传递时光箴言的使者
海丹青

金牛山古人类遗址陈列馆。 许建明 摄

黄丫口杜鹃花海。 吴晓英 摄

杜鹃盛放。 资料图片

周家水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