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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谁首先用 “别有天地非人
间” 这句诗来形容冰峪风景区的， 当
我置身于山色天光之中， 才第一次真
正品位出诗仙李白这句诗无穷的奥妙
和真切的韵味。

冰峪风景区位于辽宁省庄河市城
北十公里处， 方圆百里， 包括龙华山、
宏真茔沟、 冰峪沟和千佛洞。 前不久，
我和单位同事一起游览了这个被人誉
为 “北方小桂林” 的景区。

一进沟口， 陡峭的山峰上敛羽凌
立着一只 “引路鸽”， 把游人从此引入
一片群崖碧水之中 。 这里山势崔嵬 ，
挺拔俊秀， 虚实得宜； 有的峰峦如锷，
拨地而起， 直刺苍穹； 有的浮苍点黛，
峭伟奇峻。 泉流淙淙， 山气霏霏， 绿
荫遮日， 鸟鸣婉转， 情趣盎然。 一进
沟口， 就给人一种山幽谷深的神秘感，
真可谓是 “窗涵翠岫睛岚色， 云断长

溪两岸飞”。 举步闪目之际， 使人深深
叹服造物主技艺之高超和慧眼之独具。
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前行， 一条飘然
若带的溪水———英纳河水便跃入眼帘。
溪水潺湲， 澄澈碧透， 时而跳跃， 时
而缓流 ， 水中倒影如画 ； 苍松擎盖 ，
墨绿成屏， 如诗如画， 真是既有灵气
又有韵味。 同游的一位当地教师对我
说： “这个季节还不是最佳， 若是雨
季来游啊， 那可是群峰挂瀑， 万壑争
流， 涧鸣谷应， 势若虎啸雷鸣， 真有
‘一条界破青山色， 万古带凝白练飞’
之妙啊！” 老教师的话把我带入一片遐
想之中。

循径前行 ， 便到了顶峰龙华山 。
龙华山天台峰前有一仙人洞， 依崖临
壑， 风清气爽， 乃高僧宏真诵经打坐
之所。 相传唐代名将薛礼征东时， 曾
避兵祸于此 ， 故洞口刻有 “藏君洞 ”

三字， 笔法遒劲， 刻工精湛。 洞内有
庙， 形制奇特， 亭榭井然。 该庙始建
于明代洪武13年 （1398年）， 后多次重

修， 历尽沧桑。 洞内外古人题壁颇多，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盘桓。

拨开树丛迤逦而上， 便登上龙华
山峰顶。 站在峰顶凭石纵目， 但见群
峰如踞， 奔来匍匐， 澄溪如练， 漫舞
回环， 风清云淡， 晴空万里， 顿觉胸
襟豁然 ， 神清气爽 。 “唯有天在上 ，
更无山与奇， 抬头红日近， 俯首白云
低”。 古人之谓， 信哉！ 峰顶远眺， 真
使人油然而生临风飘袂， 羽化登仙之
感……

“天下冰帘来相会， 峰奇水秀誓
知邻。 飞流直下行天外， 绿水悠缠洗
近心。” 这样的云抚慰着这样的山，这
样的山衬托着这样的云，再加上山顶郁
郁葱葱的树木， 山坡上灿若朝霞的野
花，山间铮琮作响的清泉，使人感觉像
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在冰峪沟，
真是 “心于天外鹜， 人在画中游”！

黑龙江省漠河市有 “不夜城” 之
称， 由于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 随着
季节的变换， 每年盛夏来临的时节便
出现昼长夜短的“极昼”现象，俗称“不
夜天” “白夜”， 独有景致。 为此欣然
前往， 只为感觉那一份神奇而美妙的
景观。

为了感受漠河的 “不夜天” 奇异
景观， 我与几位朋友特意选在夏至的
前一天晚上从北京出发， 因为当时还
没有北京直飞漠河的航班， 所以先飞
到哈尔滨， 第二天早上再乘哈尔滨飞
往漠河的航班。 到达漠河古莲机场时，
正是夏至当天的上午。

前来接站的漠河朋友介 绍 说 ：
“今天来漠河的游客很多， 都想看一看
漠河的 ‘不夜天’ 奇观。”

初到漠河， 人生地不熟， 我便请
漠河的朋友介绍一下漠河的人文地理。
他介绍说： “漠河是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地区下辖的一个县 （2018年改为漠
河市）， 是中国最北边的县， 以境内漠
河命名。 漠河古称 ‘木河’ ‘末河’，
因河水黑如墨， 又称 ‘墨河’， 又因河
水曲折旋转若石磨转动 ， 亦称 ‘磨
河’， 因 ‘墨’ 与 ‘磨’ 同音， 逐渐沿
用 ‘漠河’ 之名。 而漠河镇位居中国
的最北端， 最北部为北纬53°33′。 在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一 种 神 奇 的 天 文 景
观———北极光。 因处在中国版图 ‘金
鸡冠’ 的位置， 所以又有 ‘金鸡冠上
的绿宝石’ 之美誉。 由于偏远和严寒，
这里还素有 ‘中国北极城’ 之称。”

不多时，车子驶入市区。朋友介绍，
漠河市区的面积很小，不到一个小时就
能转遍。 透过车窗观看，只见街道宽敞
而整洁，而两侧的不少建筑带有明显的
俄罗斯风格。朋友说，这里临近俄罗斯，
早些年有不少俄罗斯移民，又曾是通商

口岸，所以不少建筑为巴洛克式、俄罗
斯式，颇有异域风格。

我们首先参观了大兴安岭 “五·
六” 火灾纪念馆。 午后游览了松苑原
始森林公园、 西山公园等景区。 直到
晚上八点多钟才走进餐厅， 此时天还
大亮， 好似北京的下午三四点钟， 而
此时的北京已暮色降临了。

一顿晚餐吃了一个多小时， 走出
酒店已是九点多钟， 但天色依然大亮。
漫步街头， 还有不少的行人。

我们走近位于城区最西端的北极
星广场， 踏上153层台阶， 便来到广场
的最高处。 漠河的朋友指着一座高耸
的建筑物说： “这是北极星雕塑， 为
漠河的地标性建筑， 名为 ‘腾飞’。 左
面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天鹅， 右面是一
只引吭高歌的金鸡， 意为漠河是 ‘金
鸡之冠、 天鹅之首’， 最顶端的星为北
极星， 意为漠河是祖国北陲的一颗璀
璨明星。 在这里可以看到漠河区城全
城， 尤其是此地夜景很是壮观。”

由此向下而眺望， 台阶上坐着不
少人， 或举头遥望， 或瞩目远望。 漠

河的朋友介绍说： “这些人大部分是
外地游客， 只为在夏至之夜， 感受漠
河的 ‘不夜天’ 奇观。 漠河因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 也就是纬度高， 所以夏
至到来的时候黑夜的时间非常短， 特
别是到了夏至这天， 太阳落山的时间
只有三个多小时， 在极昼出现时， 晚
上快十一点了， 天仍然很亮。 当时间
过去三个多小时后， 天稍微黑了一会
儿就又开始放亮， 此时朝霞与晚霞相
互交替在天空中辉映， 整片天空处于
一种黑夜白景的奇观 ， 俗称 ‘不夜
天’。 也就是说凌晨三点多钟， 我国的
中原地区正是繁星闪烁， 夜色沉沉之
时， 而这里已是曙光初照， 旭日渐渐
升起了。”

“原来是这样， 太神奇了！” 我不
由地赞叹道。

离开北极星广场， 我们走过两条
街道， 见不少人在街上漫步。 一边走
一边聊 ， 只见漠河的街头明晃晃的 ，
真的不敢相信， 此时已快午夜了。 举
头遥望夜空， 并没有深邃的黑暗， 而
是泛白的天空， 像傍晚又像黎明。

回到宾馆就十一点了， 此时暮色
才笼罩住美丽的边城……

一觉醒来 ， 天已大亮 ， 看看表 ，
才凌晨三点多钟 ， 这里真是 “不夜
天”。 于是起床， 站到窗前， 眺望窗外
的街景。 虽然天已大亮， 但街道上几

乎没有行人， 格外的寂静。 想想也是，
这凌晨三点来钟人们都在睡梦之中 ，
谁会这么早起来到大街上游逛呢？

此时， 我倒是因为 “不夜天” 的
出现， 没有了睡意， 静静地坐在窗前，
观赏着北国边城凌晨时分窗外的风致。

宁静的街道上， 偶尔有一辆汽车
驶过， 路灯已经熄灭， 但一些建筑上
的景观灯还开着。 向东方遥望， 黎明
已经出现， 虽然不是特别的明亮， 但
已渐渐散发出晨光。

在窗前静坐了半个多小时， 方有
些睡意 ， 于是倒在床上 ， 又睡了个
“回笼觉”。 再醒来时， 已是早上六点
多钟， 于是赶紧起床。 当站到窗前观
望时， 太阳已高高升起， 灿烂的朝霞
映照着美丽的边城。

短短的六七个小时， 我领略了漠
河的 “不夜天” 奇观。 那就是当夜色
降临时 ， 天空依然如同白天般明亮 ，
由深红变为淡紫的晚霞， 一直在西北
地平线上持续到午夜。 而此地的黑夜
十分短暂， 转瞬即逝。 午夜向北眺望，
天空泛白， 西边晚霞未逝， 东方朝晕
又起 ， 晚霞和黎明的曙光紧紧相连 ，
映照在这极北的天空， 像傍晚， 又像
黎明， 这种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欣
赏到的晚霞和朝霞的神奇自然景观为，
在中国应该是漠河独有的， 真是不虚
此行。

天地大美冰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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