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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小山村

◎孟妍

童年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天

真无邪的孩子在这幅画上奔跑、跳跃，尽

情歌唱。

——题记

我童年的全部记忆仿佛一幅水墨画，

淡雅、清新，深埋在心底。这段记忆随着

年龄的增长，越发频繁地在脑海中浮现，

唤起我对童年的怀念。那是一个只有几十

户人家的小村庄，叫山头村，那里有五颜

六色的山，有清澈的小溪，有火红的映山

红，有朴实的乡亲。转眼间，30 多年过去

了，还记得村里的那棵大榆树，一群孩子

正在拴着秋千的榆树上嬉笑，旁边是一张

张朴实的笑脸；还记得姥姥为我亲手缝制

的小荷包；还记得那时候别样的端午节；

还记得我久违了的童年。

山头村位于吉林省通化县英额布镇，

这个小镇也是我出生的地方。英额布虽然

是一个小乡镇，但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

“英额布”来源于满语，	“英额”的意

思是稠李子（也称臭李子），是一种蔷薇

科野生乔木，果实的形状像乌鸦的眼睛，

所以当地人都叫它“乌眼”，乌眼不仅可

以吃，还是一种药材。	“布”的意思是

牛车上的弯形横木。“英额布”意思是稠

李子山下的漫弯。林源河和蝲蛄河汇流到

这里，林源河绕英额山形成了一大漫湾，

因此得名“英额布”。

可以说小镇的得名足够浪漫，但它所

属的“欢喜岭村”名字的由来却甚是有趣。

相传我的祖先清太祖努尔哈赤一次兵败走

到此处，人困马乏，没有食物，见到山岭

下一片榛柴树，上面结着果实，于是他便

取出果仁扔进嘴里，感觉又脆又香，所以

命部队采果实充饥，将士们吃饱了肚子，

个个欢喜，于是军威大振，领军再战，大

获全胜，此岭便叫“欢喜岭”。

这个小镇民风淳朴，聚居着朝鲜族、

满族等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浓郁。有朝鲜

族饮食风尚；有满族姑娘大方典雅的轻歌

曼舞；有别具地方情怀的东北大秧歌，各

具千秋，文化韵味十足。

这里还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出生在三

棵榆树村一个贫困家庭的中国空军少将指

挥员高志航，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不惜

抛头颅、洒热血，他的爱国精神永久传承，

张学良为其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生长在庆生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崔昌

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身躯堵住敌人枪

口英勇牺牲，成为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被朝鲜追任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英雄”，授予朝鲜“共和国英雄章”、一

级“国旗勋章”。

传奇的中国“人参之路”更是令人

惊叹。从湾湾川度假村卧龙山庄旁的孙

良墓开始，途径黎明工业园区、聚鑫经

济开发区、快大茂镇、金斗乡，直到英

额布水库的棒槌山，全程 40 公里。经过

历史的传承和延续，富有神秘色彩的“人

参之路”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通

化市曾将“人参之路”纳入旅游规划，

并列为通化市五大特色品牌之一。在经

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条古老的“人参

之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给英额布镇带来了无限商机。

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

幼小的我，便把我放在姥姥家，同样受到

这种优待的还有哥哥和弟弟，于是我们三

个毛孩子，便结成了一个小团队，每天在

姥姥家的大院里尽情地挥霍着我们的童年

时光。姥姥家坐落在一个很小的山村，村

子里面就只有几十户人家，左邻右舍都很

熟悉，孩子们很容易就凑到一起玩耍。那

时虽然不富裕，但人很容易满足，现在想

想，我真的要感谢姥姥、姥爷，还有我的

小伙伴给了温暖、快乐的童年。姥姥那时

很忙，要做家务，做饭、喂鸡、喂鸭、侍

弄菜园子，还要照顾我和弟弟这两个淘气

包。弟弟是二舅家的，因为二舅和二舅妈

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分开了，所以他一直由

姥姥照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弟弟也陪

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我们一起干了不少令

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其实弟弟很老实，从

来不跟我争吵，也从来不惹祸，淘气的总

是我。姥姥家的院子没有水泥路，到处是

坑坑洼洼的，布满了小石子，因为我愿意

跑，又总是摔倒，经常是把胳膊肘、膝盖

摔破，往往是旧伤刚好，新伤又来，疤痕

到现在还未褪去，我想这些疤痕也算是我

快乐童年的美好见证吧。

村子里除了过年，最热闹的时候，当

数端午节了。在姥姥家的大院门口，有一

棵年龄很大的老榆树，得我们四五个小伙

伴牵着手才能抱得过来。端午节的时候，

就会拴上一个大秋千，村里的大人、小孩

儿都要出动，比试本领，秋千荡得越高，

象征着日子过得越红火。所以每到这个时

候，我会特别开心，戴着姥姥亲手缝的漂

亮荷包和姥姥亲手配的五彩线，吃着姥姥

亲手包的粽子，荡着最特别的秋千，仿佛

得到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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