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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加君 文/图

稻乡黑龙江五常，犹如一首清丽

婉转的歌，一启唇，便是让人迷醉嘹亮

动听的旋律。如果你要是用笔墨去写

意，那么五常必定是一篇蕴含着优雅

的诗章。

黑龙江省五常市宛如一颗金色的

宝石，在长白山张广才岭脚下熠熠生

辉。这里山青水碧，风景秀丽，景色宜

人。到五常悠游，除了品尝芬芳的五常

大米，吃遍五常的各种美食之外，更值

得细品的是这片古老土地的厚重历史

底 蕴 。 五 常 文 脉 绵 长 ，清 咸 丰 五 年

（1855 年），在五常设“举仁、由义、崇

礼、尚智、诚信”五个甲社，“五常”由此

得名。五常曾经是抗联跃马扬鞭征战

的疆场，如今是蜚声世界的水稻之乡。

地处北纬 45 度世界黄金水稻产区的五

常，勤劳智慧的稻农们年复一年耕耘大

地，为世人捧上了中国龙江第一绿色品

牌——五常大米，让大米的绚烂芬芳，

给人们带去了舌尖上满满的香甜记忆。

站在五常大米生产核心区牤牛河

畔，你很难想象连绵的稻田遥远到天边

的磅礴景象。这里的秋天，大地流金淌

银，稻谷芬芳扑鼻，五常由此生发的魅

力无边无际。

和姑父一家在金秋时节忙碌着收

割水稻，使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个真真切

切的稻香里的五常。五常的秋天，完全

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水稻飘香，

大地如画”。这是毫不夸张的形容，在

五常醉倒在水稻的芳香里，采撷野趣无

穷，是人生永远难忘的记忆。

镰刀收割水稻秸秆的声音好比音

乐，我在姑父家的水稻田扬开了膀子，

我的眼前是滚滚的稻浪，是收获的欢

欣 和 美 丽 。 五 常 市 是 典 型 的 农 业 大

市，现有耕地面积 428.8 万亩，其中水

田 235.5 万 亩 、旱 田 193.3 万 亩 。 2011

年，五常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全

国唯一的“中国优质稻米之乡”称号。

五常大米先后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原产地证明商标”“中国名牌

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驰名商

标”五项桂冠，2019 年，五常大米品牌

价值 677.93 亿元，位列地标产品大米

类全国第一。

此次回五常探访水稻丰收时节的

故乡，我仔细研究了故乡五常的市情，

将 那 片 土 地 的 美 好 装 进 了 自 己 的 心

灵。五常大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初

渤海国时期（6 世纪中叶），那时，境内

的朱其川就有农民种植水稻。努尔哈

赤龙兴于白山黑水，清代皇室贵族对故

乡物产特别钟爱。五常大米在清代更

是极受皇室喜爱，连带五常这个人烟稀

疏的地方也发达起来。有记载，清乾隆

十年（1745 年），清政府指派 1000 户亲

族旗人到五常拉林地区屯垦戍边，后代

至今已有 12 万人，仍然是一口北京话，

保留了北京满族人的语言习惯和生活

方式。道光十五年（1835 年），吉林将

军富俊就已经征集部分朝鲜族人在五

常一带引河水种稻，所收获稻子用石碾

碾制成大米，封成贡米，专送京城，供皇

室享用。咸丰四年（1854 年），清政府

在当地设立了“举仁、由义、崇礼、尚智、

诚信”五个甲社，以“三纲五常”中“仁、

义、礼、智、信”五常为名，称此地为五

常，后又派旗官协领五常，设衙建堡，

1909 年设五常府，因此五常大米便享

有了“千年水稻，百年贡米”的美誉。

姑父老王是一位地道的五常稻农，

这些年他带着一大家子人痴心于五常

大米的种植，是五常有名的水稻种植

“土专家”。在五常，我从姑父一家忙秋

的辛劳中找寻着五常种出最好大米的

原因。

五常大米之所以香飘世界，源于这

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水稻

生长的基本条件是“水”和“土”。五常

有天然的“水田”条件，有拉林河、阿什

河两大水系，一级支流 15 条，二级支流

14 条，三级支流 274 条，河流总长度约

2240公里，河网密度为 0.3公里/平方公

里。稻种有好水，自然出好米。因为纯

真与自然，让稻米返璞归真，才能出一

品好米。与此同时，世界三大黑土带

中，我国东北有 12 万平方公里，其中黑

龙江独占 8 万平方公里，五常又是黑龙

江黑土面积最大的市。让人惊喜的是，

五常的黑土层平均厚度竟达 2 米，土地

中含有机物高达 10%以上，堪称“膏腴”

之地。五常大米干物质积累多，直链淀

粉含量适中，支链淀粉含量较高。由于

水稻成熟期产区昼夜温差大，大米中可

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对人体健康非

常有益。在清代就盛传着慈禧“非黑龙

江五常大米不吃”的说法。

大米，多么诱人的字眼。大米是中

国人餐桌上的绝对主食，与百姓有着深

厚的感情。小小的一粒米，汇聚着阳光

雨露的甘醇，凝聚着劳动人民辛勤的汗

水，展现鬼斧神工的自然之美。说起五

常大米，舌根总是无条件反射地蹦出一

股美滋滋的香甜味，主食居然比菜肴更

加吸引人，不为填饱、不为配角、不可思

议，一碗普普通通的白米饭在餐桌上闪

闪发光。

“一餐五常米，浑忘酒肉香。”遥远

的塞外北国，神秘的白山黑水，在此灵

动的黑土地上孕育着传奇稻谷——五

常大米。它清淡略甜，绵软略黏，芳香

爽口的“性格”深受百姓喜爱。凡是真

正细心品味过五常大米的有缘人，无不

为那唇齿留芳、经年不忘的饭香所陶

醉。同时，也被那悠久深邃的五常大米

文化所吸引。

为了给世人捧现芬芳的五常大米，

姑父一家和五常的稻农们呼吸着五常

原生态的纯净，在安谧幽静的牤牛河

畔，他们醉心耕耘，坚守着保护最好生

态，生产最好大米，打造国际顶级稻米

品牌的初心。靠着勤劳并依托五常市

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他们将自己家承

包的稻田、种子繁育等纳入监测服务管

理体系，以溯源保真。姑父一家和五常

所有的稻农一起，坚持匠心打造、精细

管理、倾心观察，记录每一粒稻米细微

的动态变化，丝毫不敢大意。他们以

“工匠精神”耐心专注地打磨每一粒稻

米，最终成就了五常大米至臻完美的稻

米品质，极大地提高了五常大米的附加

值和影响力。

在姑父家的水稻承包田里，我看

见正在收割水稻的姑父，跪在稻田里

收割，他的头颅与大地近在咫尺，水稻

的稻穗不时触动着他满是皱纹、饱经

沧桑的脸。姑姑告诉我，你姑父这是

因为岁数大腰痛的原因才跪在地里收

割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

我 见 过 的 最 震 撼 人 心 的 水 稻 收 割 场

景，每一粒五常大米的芳香，都浸染着

姑父和稻农们的汗水；每一粒五常大

米的收获，不仅离不开富饶自然环境

的馈赠，更离不开稻农专业精心的种

植。在水稻种植和管理的每一道工序

中，他们用心用情，严格按照祖上传承

的种植技术，每一步操作都体现了对

水稻的悉心呵护。

正像姑姑说的那样：“俺们五常大

米作为公认的好米，源于天，源于心，从

种子的晾晒、浸泡、催芽，再到育苗、插

秧、除草、收割，都是纯人工作业，这样

的亲力亲为，才使得五常大米的品质更

加上乘更加可口，让人一碗不忘。”如

今，五常稻米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五常市

经济发展的支柱，近年来，随着管理水

平的不断进步，标准化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五常大米

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五常大米已经成为

黑龙江的一张名片，代表着黑龙江绿色

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经过 10 多天的勤劳收获，姑父家

今年种植的 100 多亩五常稻花香颗粒

归仓。为了庆贺水稻的金灿灿丰收，姑

父一家在稻田管理房里邀约帮忙的乡

亲们举办了一场浓烈的丰收宴庆贺。

在大家的忙碌中，红烧稻田鸭、猪肉炖

粉条、榛蘑炒小鸡、蒸五常大米等菜肴

和米饭摆满了姑父家的宽大桌子。

凝望着一碗碗芳香四溢的五常大

米，只见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色泽白雅

如玉，每一粒都灵动着五常山水的气

韵，宛如上天巧夺天工的精美杰作……

□□ 雨凡

在网上打开卫星地图，找到商洛，

拉近了看，在 一 片 深 绿 色 的 山 峦 中 ，

有道曲折蜿蜒的深蓝色水面，如一条

巨 龙 躺 卧 于 秦 岭 之 中 。 这 就 是 有 名

的商洛二龙山水库，也叫仙娥湖。唐

代 白 居 易 过 商 洛 仙 娥 湖 时 留 有 诗 作

《仙娥峰下作》：我为东南行，始登商

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

差 树 若 插 ，匼 匝 云 如 抱 。 渴 望 寒 玉

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

床 铺缟。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

感彼私自问，归山何不早。可能尘土

中，远随众人老。

从商洛市中心坐公交车，10 分钟

就到了仙娥湖的大坝上。站在坝顶上

远远看去，坝底是奔流而去的丹江河

水，远处是美丽的商洛城区，再远点就

是著名的龟山公园了。往坝上看，平

静、深绿色的一面湖泊就在眼前，水是

那样的清澈明净，在如今到处都充满

污染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一处水域，

可谓如一颗绿宝石般的珍贵。

如果你就这么简单地看看就走，

那么你一定会觉得这有什么看头呀！

的确，站在坝上只能看到水库的 1/10，

或者 1/20 都不到。真正的仙娥湖风景

得沿着水库边上慢慢行走，慢慢领略。

仙 娥 峭 壁 是 仙 娥 湖 的 第 一 个 风

景，这是地壳运动中留下的一面山崩

奇观。高高的山崖倒影在碧绿的湖水

上，白如棉花般的云朵在山崖上面缓

缓移动，湖中便有了倒影。偶尔一只

岩鹰展开巨大的翅膀在崖头上面静静

地飘着，迎着暖暖的风，如同睡着了一

般。时而又一个俯冲，从高高的崖头

滑下，时而又急冲高空，骄傲地展露着

它高超的飞翔本领。飞累了，它又站

在 了 崖 头 上 静 静 地 注 视 着 碧 绿 的 水

面。在一处水湾里，停泊着几条船，有

大点的机动游船，有小点的木船，上面

都顶着彩色的棚子，在绿色的水面衬

托下，在阳光的映照下，在周围绿树红

花的点染下，远远看去，这一处地方宛

若人间仙境一般美丽。

转过一道弯，再往上，沿着水库边

上住着零零散散的人家。依山傍水，

都 盖 着 两 三 层 的 小 楼 ，院 子 不 修 院

墙 ，干 净 而 整 洁 。 院 子 边 上 广 植 果

树，每逢春暖花开，游人如织。有远

处 慕 名 而 来 的 男 男 女 女 ，在 这 里 赏

花、钓鱼、爬山，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享受着清静、安逸、舒适，让心灵得到

暂且的放松。

透过缭绕的炊烟，能够远远看到

一处高高的山头凌空伸出，如悬空一

般伸向水面，这就是有名的百神崖，崖

上面就是有名的关公庙。每遇初一十

五，这里香烟缥缈，香客不断。沿着山

脊而上，庙门口的路中间，一道天然的

石阶上，山脊自然地形成了龙的形状，

让人不能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如遇早晨，站在关公庙上俯视湖面，蒸

腾在湖面的轻雾一缕一缕如鱼游动、

如蛇盘行、如龙腾空。湖中央有个小

岛，四周碧水环绕，岛上长满了绿树红

花。远远看去，几处伸出的山脊加上

小岛，形成了一幅自然的四龙戏珠的

图画。

再往远处看，吊桥上，有披着婚纱

的新娘，正挽着帅气的新郎，在摄影师

的指挥下，不断地摆拍着属于他们的

幸福时光。也许他们在心里早已默默

地许下与“青山同老，让绿水为证”的

爱情誓言。

观赏仙娥湖，不同的季节自然有

着不同的风景，如果是春季，有溪岸桃

花，芳香扑鼻，自然是一番景致；如果

是夏天，农家避暑，湖上荡舟是另一种

乐趣。如遇上汛期，坝上飞瀑，浊浪崩

云则更是另一番气势；当然有可能是

秋天，岸边垂钓，看炊烟袅袅，赏湖上

清雾弥漫会是另一种景致；当然也许

正值冬天，湖上偶尔一两个钓客，静静

垂丝于水中，四周静默一般，如一副中

国画。这时候，也许你正陶醉于古人

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美妙

词句中，偶尔一两声清脆的鸟鸣，这一

副 宁 静 的 图 画 便 活 了 。 也 可 能 是 早

晨，山高月小，一切还在朦胧之中；也

可能在黄昏，月挂柳梢……

夕阳落下的时刻，几条木舟划过

平静的水面，溯流而上，一腔清脆的山

歌从湖面的船上升腾而起，在山脊中

间回响、打转。此情此景，你或许一定

忘了，此刻究竟是身处西北，还是身处

江南？

五常稻香五常稻香

手 记

揽 胜

商洛有个商洛有个仙娥湖仙娥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