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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曾说：“文化是让我们享受的，特别是好的传统文化。有的传统文化修
养，让精神是幸福的。”

有位花甲之人，他常年行走在嫩江湾，看看停停，停停看看。不时地将随感记在
本上，或将美景定格于心里。嫩江湾于他，日出日落、云起云飞、汛来汛去、撒网收网
都是眼中景，心中情。他熟悉每一朵浪花的涌动，他懂得每一种鱼儿的习性，他谙熟
这里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所凝结的许多动人故事和悠远的文化。

时至今日，他身后是与昂昂溪齐名的史前时代的汉书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透
过那些出土的陶器、网坠、鱼卡和鱼钩范，他似乎穿越了时空——先民们撒网捕鱼、
举棒逐猎和辽皇凿冰取鱼、纵鹘擒鹅、歌舞欢宴的记忆仍在耳边回荡……

涌动的岁月，那一派嫩江湾
2017年初夏的一天，伴随着袅袅的茶香和窗外偶尔的几声鸟鸣，大安渔猎散文

作家、田野文化学者周云戈先生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守望了大半生、孜孜不倦地“打
捞”文化记忆里的那一派嫩江湾……

所谓“临山而志远，近水而聪慧”，周云戈的故乡就坐落在嫩江湾不远的小渔
村。早些年，人们称它是“塞上水乡”，夏季碧水连天，水草婀娜；冬天冰封百
里，银装素裹。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中医，熟稔四书五经，不论严寒酷暑，从父母
到哥哥姐姐，家人业余时间就是读书。上小学前，他就能用稚嫩的声音熟练地背诵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了……

在嫩江湾长大的周云戈，小时候最深的感念是“忘不掉一口小米饭，两口鱼”，那
是嫩江湾给予他的养育之恩呐！也就是从童年时，看鱼、抓鱼、捕鱼、吃鱼……渔乡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浸润在他心里。书斋之外，是捕鱼、捉鸟、下网的童趣经历。那
时，嫩江边普遍流行一种叫“撅搭钩”的钓法，哥哥们常常是上学路上下几盘钩，放学
后总会收获满满的一串子鱼；人生大书刚刚开始阅读时，他已将故乡的江河大地收
进眼底，藏在脑中；书斋之内，是家庭读书氛围的深刻影响——除夕夜，家人共守在

“保险灯”下，一个个拄着下巴，睁大双眼，在祖宗们“享用”年夜饺子的同时，一家人
津津有味地听着父亲念《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
国分争，并入于秦……”

1975年高中毕业的周云戈，与同学一样毅然回到了家乡参加了生产劳动。劳
累两年，他一天也没放下手中的书。父亲每天为他规定的“药性歌诀”是死指标、硬
任务，必须背下来。而他心仪的唐诗宋词，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也与其暗地同步，那
书是他心灵里的别样天地啊！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白城地区安广师范学
校，及至1984年，凭借写作功夫，又从教师队伍跨入了公务人员行列。得益于工作
性质，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那些业已失传或濒临失传的老手艺、老鱼把式。渔乡
的人、事、景在他的心中慢慢摇荡起来，简直成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守望与打捞，嫩江渔猎的似水年华
嫩江是东北的文化大江，从大兴安岭进入松嫩平原后，在大安附近形成近乎90

度的大拐弯，它的身后便是月亮泡、新荒泡、王焕泡、莲花泡、来宝泡等10来个大小
不一的遗迹泡沼。汉书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以及印有鱼

鳞、网纹、捕鱼场景图案的陶器，在一般人眼里，这些不过是无用的碎砖烂瓦，而在他
看来这些都是嫩江湾尚未剥落的文化记忆。

“大安这片热土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尤其是嫩江湾。于是我心一横，下定决心坚
持以‘渔猎’为突破，用笔记录，用相机定格，用我的心来守护家乡这一片江河草原，
守护这块情感深深的黑土地……”言谈之间，周云戈真情流露。

5年前，周云戈的事业里程“完成了由始点到终点的重合”。就在那年，他从嫩
江湾起步，开始了守望渔猎文化的新旅程。他深入渔乡，与90多岁的老鱼把式满万
安老人聊月亮泡大箔口放簗子那些事儿。探访中对大箔口的规模、构造、布局都做
了详细的了解，回去后凭借记忆绘出了草图。大安造船厂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船
厂，有多少年了？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人们只是传说金兀术就曾在此建造运粮
的船。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个老船厂还都以木材为原料造船，如今30多年过去了，
木质船在嫩江湾已是“孤帆远影”，这门手艺也就相继被人们疏远，并几近消逝了。
一次与朋友谈话中得知，会造木船的老师傅王国臣还健在，于是他便亲自登门拜
访。闲唠中，大安老船厂那些封尘的记忆被一一打开；为了寻回嫩江湾那些他年“网
事”，他通过朋友介绍，带着礼品，多次登门与手工织网的传人梁文荣老人深入探讨，
获得了织网技艺的宝贵资料……这些画面犹如黑白电影的胶片，以怀旧带着缓慢的
速度在他的脑海里回放，一篇篇具有文献价值的“非虚构”渔猎散文写出时，他已年
逾花甲了。

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并有着淡水鱼王美称的鳇鱼曾经在嫩江湾游弋，乾隆皇
帝还赐其为“鳇鱼”。上世纪30年代，嫩江就曾捕获两条鳇鱼。为了弄清这件事，上
世纪90年代，他曾向万山渔场老鱼把式、忘年之交吴凤仪老人多次讨教。据吴凤仪
老人讲述，过去鳇鱼在嫩江、松花江也不是像鲤鱼、鲫鱼那么多，平常也不易被发现，
即便是发现了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捕获到手的。老人还说，在伪满洲国初期的一年
冬天，他就在嫩江湾的圈儿河这儿一带亲自参与捕过两条大鳇鱼。每条都顶丈长，
重量都在三四百斤，出水后便用汽车运到长春去了。而鳇鱼真正在嫩江、月亮泡这
儿消逝的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周云戈将这段往事，写进了《远去的鳇
鱼》一文里，为这嫩江湾曾经的生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起鳇鱼，如今70岁
以下的人都很少有能说清楚的了，更不要说看见过。它虽然与嫩江这个曾经的故乡
揖别已久，但它还依然存活在渔乡人的记忆里……”

采访中我问他，你们嫩江湾能有多少种“网”啊、“钩”什么的？他不假思索，张口
便是什么大网、小网、拉网、旋网、待获网，还有挂子、“花篮子”“迷魂阵”“放簗子”；那
鱼钩呢？他张嘴又来一串：盘钩、钝钩、滚钩、捋钩、矛钩、卡子钩、撅搭钩，稍作停顿，
他似乎又想起来什么，“对，还有带着铃声的底钩”。他如数家珍，又仿佛是绕口令。
于是我想起了他的那篇《嫩江湾的鱼铃》来，似乎耳畔响起了那悦耳的鱼铃声，脑海
便浮现出月明星稀的嫩江湾，还有那一堆堆时明时灭的渔火……

渔家四季，最丰数冬日。为了把月亮泡冬捕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多次全程参与，
现场采访，以相机捕捉。2015年，他终于把月亮泡冬捕完整地记录在册。一番苦心
后，他写出了《月亮泡冬捕小记》，并发表在《中国作家》2016年第7期上。他在兴奋

“鱼”之时，行文中也不免透露出对原生态的眷恋，还有那隐隐的忧伤。如他在《趣捉
黑鱼》中，既写出了渔乡少年与黑鱼斗智斗勇的乐趣，也写出了他对这一特别生命的

“怜悯”来——“嫩江、洮儿河流域已很少见到野生黑鱼的踪影了。它确实走了，据说
走得很远，也很悲壮！后来听人说：这黑鱼是用电网和炸药斩尽杀绝的。”在他细腻
传神的笔下，童年“趣捉黑鱼”的快乐与黑鱼“惨烈和血腥”之死相对比，引人深思。

嫩水悠悠，江滩漫漫。嫩江岸边的“鱼把式”和拉纤捕鱼的纤夫背影越发遥远。
周云戈在《嫩水纤夫》中回顾了拉纤的过程：“拉纤最为关键是腿劲儿足、脚步要齐，
如在较劲时稍有偷懒儿的，拉头纤的立马就知道，不管是谁，他回头就要爹长妈短地
骂一通，没有敢还嘴的，这样偷懒儿的便自觉地跟上了脚步。待水里的网有分量了，
拉头纤为了叫足劲儿，他还要领着喊号：嗨呦！嗨呦……”

最近，刊发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散文《卖鱼郎》，以“乡愁”的形式再现了他
的乡亲——扁担王卖鱼的故事。传统的卖鱼郎文化传承至今，并非一味地继承和

“打捞”，还引进了现代的文化元素，譬如微店、微信支付。这样，也就自然地成了他
笔下那些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与乡愁，一篇篇既有历史沉淀，又有现实存在的渔猎散
文便从他的笔下宣泄出来……

几度灯火，几多劳作，从2010年开始，凡事亲力亲为的周云戈陆续写出了
《神奇的钝钩》《情定秋林叶正黄》《嫩江渔猎：一个家族的虔诚坚守》《月亮泡人
不灭的记忆》《嘿，老头鱼》等近百篇嫩江湾系列渔猎文化和亲情散文来。其文文
风刚健、语言凝练、意境深邃、激情满怀。他说：“这些是嫩江的流景，更是渔乡
人的真实感念。”不论是冬日渔猎系列的《月亮泡冬捕小记》《大网捕捞》《冰板掛
子捕鱼》《翻冰捕鱼》《河口放亮子》《凿冰取鱼》，还是舌尖上美味的《东北灶台
鱼》《美味，渔乡人的独特理解》，抑或是《妈妈的来福花》《远去的冰灯》《嫩江
暖雪：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他将嫩江湾这一片的吾乡、吾土、吾风、吾情尽收
笔下，皆因文化记忆是如此的根植他心。这些朴实的文字，无疑具有“打捞”嫩
江湾——渔乡档案、渔猎文献、渔业史话的性质，隐隐中透出他的一番良苦之
心、博爱之意，为后来者提供了大安渔猎文化的范本。

然而，当我们从他对渔猎文化的记录和表达形式来审视，他笔下的每篇渔猎
散文仿佛都是他的亲历亲为——有故事、有情节、有道理，每篇都富有一定的渔
猎文化与技术含量。我想，他这样别具一格的散文写作，也不失为散文园地里一
支艳丽的花朵。

利在千秋，田野文化上的耕耘者
文化信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精神命脉，而地域文化更是其中特色独具的部

分。如果说，文化是一条河，源远流长，地域文化就是其中沟沟汊汊，纵横交错……
周云戈是弘扬渔猎文化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一次与时任大安市文广新局局

长黄彪交谈，他向黄局长建议，为何不筹建个大安渔猎馆——“大安市是久负盛名的
鱼米之乡，渔猎馆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着过去，承接着未来。”黄彪局长
觉得他说得在理，便多次向市里领导请示，争得了市里领导的批准。在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2014年，大安市渔猎馆顺利地实施；2015年，正式对所有人开放；2016年，
还被省文化厅确定为全省唯一一家县级数字化博物馆。

大安的历史远不止这些，文化普及之路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周云戈还深情地
向我了讲述了大安历史的几个小故事——

清代光绪年间，沙俄白匪军进犯大安，大安兵民奋起反抗。清兵打死30多名进
犯的白匪，保卫了乡亲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此事，周云戈在散文《公主的眷顾与守
候》中做了详细的讲述。同时，在他撰写的大安市烈士纪念碑碑文中也引证了此事，
并将永远铭刻在大安人民的心里。

民国初，一年原大赉县遭受了10年不遇的旱灾。粮商们联合将粮食在江边囤
积居奇，大赉城闹起了粮荒。眼看着有些乡亲们连日来粒米未进，思米不得，这时，
一个王姓老妈妈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以非凡的胆识带领众妇女们开仓放粮。最终，
乡民们得到了接济，老王妈妈却不知所踪……

1998年,那场大洪水消退后，嫩江湾居然涌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骨骼——猛犸
象的象牙、披毛犀的肱骨、江牛的牛角。尤其是那江牛的牛角，一侧的牛角居然足有
一米来长。这些隐藏在嫩江浩浩汤汤历史里的精灵遗骨，以这样的方式重现天日，
他心情黯然……

漫谈中，他无比激动地说，他还要呼吁——在嫩江湾，或在城市的某一处角落建
一尊——猛犸象雕塑、披毛犀雕塑、江牛雕塑，还有大安人的“妈祖”——老王妈妈雕
塑……

因他发自肺腑的热爱，所以他更感动于嫩江湾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象和流逝的悠
悠岁月，惋惜这些被历史湮灭的文化记忆。他要做的，就是“贩卖”着从前的“档案”，
讲述给生活、历史，甚至是未来，让现代人增添一些历史的厚重感。

他是作家，是嫩江渔猎文化的研究者，更是一位生活的留心者。他仿佛是一本
百科全书，多年积累的生活经验、智慧、情怀与趣味，牵一发而动全身，总能自然地漫
展开来，用“事实”说话。在越来越快，讲究效率与速度的浮华时代，还有人沉浸在慢
时光里，醉心于自己的情志里，在故纸堆里孜孜不倦地寻觅着那些“发霉”的历史。
闪动的微光，也许无力，也许浅薄，但长
久地看，无疑会在一代一代的人们心中
深处泛起阵阵暖意，一点点地打开人们
内心世界。我想，这些“暖意”终会绽放
成一个嫩江湾文化的春天！您说呢？

3月29日22时许，镇赉县公安局四方坨
子派出所突然来了一名醉醺醺的男子，倒在
派出所门口沙发上就呼呼大睡。值班民警陈
光华看他睡得实在太沉了，就用毛巾蘸温水
为其擦脸，使其尽快醒酒。

半个小时过去了，该男子醒了过来，当民
警告诉他这是派出所时，男子刚开始还有些
迷茫，看了一圈室内情景后突然有些不好意
思了。男子告诉民警，自己家住在黑龙江省
泰来县，来四方坨子务工，现住四方坨子某旅

店，由于酒喝得有点多，道路又不熟悉，看见
亮灯的派出所以为到旅店了，误闯进了派出
所。民警问其住的旅店名称，随后驱车将其
送回了旅店。

大概2个多小时后，该男子又回到了派出
所，此时，他身上已经没有外套，整个人冻得
直哆嗦，感觉像是又喝了酒。民警见状，忙给
他递了一杯热水，“这大晚上的天还这么冷，
把你送回旅店了，怎么又回来了？”原来，男子
被送回旅店后发现自己外出务工这么长时

间，家里人也不问候，晚上又在电话里和妻子
吵了架，心情极其不好，便一个人又喝起了闷
酒，醉酒后没有人陪他说话，就想到派出所和
民警说说话。

为了安全起见，民警等男子彻底酒醒后，
及时联系了男子的妻子，说明他在四方坨子
这边的现状，希望家里人能多体谅他、关心
他。男子妻子听后也表示，丈夫在外不容易，
真要是在外面喝酒后出点什么意外，后悔都
来不急。民警在送男子回旅店的路上劝其少
喝酒，并安慰他早点回去休息，家里人也很关
心他，还决定这两天来看他。听了这番话，男
子脸上露出了笑容。待男子安全进旅店后，
民警才离开。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完善药品市场监管机制，提
高药品市场监管的效率和质量，有效预防监管风险，
通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网格化监管实行“五
定”管理见成效。

该局根据通榆辖区内药品市场主体的数量、监
管难度等实际情况，进行划网定格，以县级局、各
综合分局、网格员作为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层层分
解监管职责。网格化监管以“定区域、定人员、定
职责、定任务、定奖惩”为手段，严格遵循“依法
行政、强化效能、属地监管、各司其职、责任到
人”为工作原则，实现“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

务、监管与维权、监管与执法”四个统一的工作思
路。药品网格化监管实行“五定”管理，做到网格
边界清晰、责任主体明确、目标任务具体，并进行
公开公示，集中解决了执法人员权责不清、责任心
不强、推诿扯皮、贻误工作等问题。

通过药品网格化监管实行“五定”管理，实现
了对通榆辖区内所有药厂和药店安全监管的全覆
盖，使通榆县近些年没有发生重大药品安全事故，
遏制了销售假劣药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完
善了药品监管制度，提高了对辖区内药品监管效能。

（杜克峰 本报记者 汪伦）

嫩江湾的眷恋与守望
——与大安渔猎散文作家、田野文化学者周云戈一席谈

□鲁钟思/文 郭少明/摄

醉汉酒后吐真言
派出所里找温暖

□韩麟麟

通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行药品网格化“五定”管理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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