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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
范畴，是颇具情趣的文化景观现象。从“八
景”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通过选取有代表
性的“八景”实例，概括出“八景”包含的三
大主要内容，即自然景观、人文胜迹、日常
生活景观，从而得出“八景”实质就是出于
对栖居环境的审美，是人居环境诗化的文
化现象。

在我国历史上，“八景”之说始于湖南，自
宋代出现，明、清两朝兴盛。“八景”现象分布
广泛已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地域文化景
观，人们用“八景”来表达对自身居住环境的
欣赏和赞美——将和生活环境密切相连的一
定地区范围内的若干景点，无论优美的自然
景观还是人文景观，进行认定和题咏，其间包
含有人们与其生存环境相关的思想，也蕴含
了丰富的景观形态。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有“八景痞”“十景
痞”，仔细想来，确实如此。北京有“燕京八
景”：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
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
翠；湖南有“潇湘八景”：江天暮雪、山市晴
岚、潇湘夜雨、烟寺晚钟、远浦归帆、渔村夕
照、洞庭秋月、平沙落雁；杭州有“西湖十
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
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
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此外，江西有“赣州
八景”、天津有“津门十景”等等。后来，十二
景、十六景……七十二景，乃至一百景，几成
泛滥！这也就难怪鲁老先生如刀的文字投
向其间了。但是，甭管怎么说，八景文化还
是有其生命力的，并源远流长，据说连日本
也有其身影。

我很喜欢“八景”这个词，好听、好记，并

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一个地方有多少
旅游资源是一回事；能否提炼出叫得响的景
点又是另一回事。就拿笔者生活的地方来说，
一提旅游景点就是五指泉、小东沟、塘巴湖，总
觉寡味，皆不“入品”。好比去餐馆用餐，问：“有
何美食？”答：“鸡鸭鱼肉。”不香、不美！若云：“红
烧鸡块、鱼香肉丝、油焖大虾……”顿觉口齿生
香。所以，游人观景像是食客点菜，闻着不
香、听着不美，谁会买账？

再者，现代游客来去匆匆，专拣好的
吃、美的看，为此，做一份色香味俱全的“景
点菜单”，尤为必要。

为景点起名是道难题，讲究颇多——
要有历史、要有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能点
出景点最主要的特色。太俗了不行，方家见
笑；太雅了不行，游人不懂。按照文化大家陈
从周先生的说法要“一经点破，即成绝响”。

笔者不顾愚顽，将山城景点逐一梳理，评
出了个人视角下的“金山八景”——驼峰夕
照、将军覆雪、督统秋韵、幽谷松风、克兰听
波、小巷寻幽、神掌清流、黑石问天，这八景之
中，城内景点五个、城外三个（小东沟、五指
泉、黑石头），分季节不同、时令差异，将每一
景点最为“慑魄”一面精心打磨，以求“一经点
破，即成绝响”之妙！

“景连盛事，情系民心”这是李瑞环同
志为“津门十景”的题词。从中不难看出，
景观之事并非小事，而是大事、政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自然景观
做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同为祖国的大
好山河，用最富传统文化内涵的语句将这
些景观包装、塑形、弘声，让生活在本地的
各族干部群众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何乐而不为？

闲话
八景文化

◎“八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是颇具情趣的文化景观现象，其实质就
是出于对栖居环境的审美，是人居环境诗化的文化现象。“景连盛事，情系民心”这是李
瑞环同志为“津门十景”的题词。从中不难看出，景观之事并非小事，而是大事、政事！同
为祖国的大好山河，用最富传统文化内涵的语句将这些景观包装、塑形、弘声，让生活在本
地的各族干部群众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何乐而不为？

——杨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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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刚蒙蒙亮，叶尔加汗便嚷嚷着要出门。飘

香的包尔萨克、热腾腾的奶茶已进肚，带着母亲
的叮嘱，叶尔加汗朝市区方向出发。

五年前，他还是一名小学生，学校组织课外
兴趣活动，他报了滑雪班，训练地点就在学校旁
边的将军山。“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尤其
是在将军山上，大家都应该是常胜将军。

五年来，教练说的话常常回响在包括叶尔加
汗在内的许多孩子们的耳边。为了成为好兵，立
志成为将军，让滑雪更加名副其实，冬季的每个
周末，他都会如期来到滑雪场训练。所谓训练，
就是一个动作重复上百遍——重复意味着枯燥
和乏味！“压低重心、保持平衡，腰力指挥着双腿，
下滑时控制速度……”两年后，叶尔加汗被选入
青少年滑雪队。这里的冬季漫长，周末滑雪训
练的时间相对集中。在课外兴趣班，能够坚持
两年的伙伴已所剩无几。两年来，每个周末，叶
尔加汗都是第一个到达山脚集合点，并协助教
练整理雪具，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场。由信任到
喜欢，教练将大小事务都交给人小鬼大的叶尔加
汗，他竟然件件办得有条不紊，说不上细腻、细
致，有时，还有点少年老成。

夏天的将军山与南方茂密植被的山谷相比，
毫不逊色。车子可以从山脚绕着山路盘旋而
上。部分路段在施工，各类施工车辆交替着进进
出出、上上下下，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可
到了冬天，又是另一番景象——白茫茫中带点
绿、带点黄，压出来的雪道似乎是蓝天掉下来的
白云堆积而成。叶尔加汗来得早，几个来回，主
道上已被拉成了面条状。晚到的同学常常这样
调侃小叶：“喂，今天的‘面条’拉少了……”稀稀
落落的面条看上去很普通，甚至有些丑陋，但刚
上初一的小叶，每次从山脚返回出发点的山顶，
爬着爬着就会气喘吁吁——昨晚的大盘鸡、清炖
羊肉，早已消耗殆尽！

二
一天，母亲问小叶：“暂停学滑雪，好好学功

课，怎样？”小叶肯定不乐意，“只要踏上滑雪板，
就像是在飞行……”乘着爷爷特意为孙子制作的
毛皮滑雪板，感觉他从未走远——小叶三年级
时，爷爷因病去世。

叶尔加汗的爷爷是个牧民。每到冬天，老人
家就在小木屋里倒腾，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小叶
的童年绝大部分时间和爷爷度过——夏天跟着上
山溜达。烈日炎炎，偶尔有雷阵雨，草疯长，绿中有
黄花。有了黄花的点缀，一切仿佛有了灵魂。黄花
生长期有限，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爷孙俩，喜欢午后躺在草坪上，有的没的，你
一句我一句。小叶喜欢掐朵小黄花，放在爷爷因瞌
睡而张开的嘴里。爷爷装作不知，任其摆布。不远
处就是一坨一坨牛粪。下午，爷孙俩拾牛粪，足够
晚上做饭、烧茶所需，热水壶也能填满。

看着爷爷在小木屋里转圈圈，小叶眼花了，
只好站在他身边。爷爷是个魔术师，大大小小的
工具，在他手中来回倒腾着。马小腿的皮毛、多
年的桦木，还有几根铁线，一周后，毛皮滑雪板雏
形出来了。爷爷说，很早以前，这里的雪下得忒
大——齐腰的雪不是个事，两米以上的降雪，家
常便饭。如此深的雪，人一脚就能陷下去，个头都
没了，行动极为不便。而毛皮滑雪板是出行的必
要工具，少了它，人们寸步难行！

如今，懂得滑雪的人少了，懂得制作毛皮滑
雪板的人更少。会这门手艺的人不但有名，还有
慕名前来的“粉丝”。小叶不懂制作毛皮滑雪板，一
门心思学滑雪，想成为青少年滑雪队的后备力量。

三
骨架不小的小叶，一站在滑雪板上，整个人

脱胎换骨、身轻如燕，站在板上，他的身体如同
长了一对翅膀。大鹏展翅是在蓝天下、白云
间，而小叶是贴着雪地，与蓬松的积雪平行。在
教练的指导下，小叶过弯道时，可以侧身屈膝通
过，如蜻蜓点水，又如鱼跃龙门，身体自控自如，
轻灵爽快。

爷爷对小叶的爱是厚重、多层次的。看着孙
子对滑雪十分感兴趣，爷爷离开的前两年，用足
足一个月时间制作了一副毛皮滑雪板，送给了孙
子。那天，爷爷喊小叶到老房子里过冬。爷爷
特意宰了羊，让小叶在一旁观看。“你以后是男
子汉了，不光要大口吃肉，还要懂得如何让肉煮
到锅里、吃到嘴里。”爷爷语重心长，意思是，以
后让小叶学会如何给父母端上一锅热腾腾的
饭。对长辈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一切行动是
最好的证明。

南方人冬至爱吃饺子，意为团团圆圆，一家
人整整齐齐；而爷孙他们过冬则会宰牲，其本意
是家人团聚庆丰收，来年继续努力，更上一层
楼。一口肉、一口酒，奶茶、抓饭，水果、甜点，大
伙其乐融融、笑声不断。

飘雪的日子，叶尔加汗觉得训练时间过得特
别快。雪温柔地洒落，人无感，却能感到耳边的
风在呢喃、在咆哮、在呼喊。他好像听到爷爷的
声音，仿佛又见到爷爷讲述过去脚踏滑雪板的故
事。有一双慈祥的眼睛在背后盯着他、守护着
他。他因爱之名滑雪，因爱之名听见爷爷“不想
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的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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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妍

布尔津，依河而建，由水而生，因鱼而名。
从布尔津县老码头的位置沿额尔齐斯河向西

约15公里，沿岸而上便到了七里滩渔村。七里滩
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渔村，甚至不是一个村，而是
依托布尔津县渔业资源打造的一个生态休闲旅游
景区。关于“七里滩”名字的由来，是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额尔齐斯河一带的渔民，为收网方便，会选
择平坦、开阔的水滩作缓冲区，而沿岸每间隔一两
公里，就有一处适宜的浅滩，长期以来，约定俗成，
便有了“六里滩”“七里滩”，乃至“八里滩”。而景区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七里滩位于两河交汇
处，当时，这一片鱼的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

七里滩不是原始渔村，更像是渔家乐，但因
其傍额尔齐斯河而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生态
自然资源，引入冰川活水进行冷水鱼养殖，用天然
形成的水洼地打造了垂钓湖，周边花草树木丛生，
夕阳西下，碧绿的湖面镀上了一层金纱，烟波浩
渺、鸟语花香、鱼戏轻舟，组成了一抹天然美妙的
渔村景致。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额尔齐斯河的宜
人景色，可以在休闲垂钓园里修炼情志，享受一甩
鱼竿的悠闲乐趣，可以到冷水鱼展馆聆听大红鱼的
故事，了解额尔齐斯河里每种鱼的前生今世。当然，
你还可以到鱼餐厅品尝天然河鲜，把最纯粹的布尔
津味道留在舌尖。这里处处尽显建设者的情怀和
智慧，一方小天地里浓缩了布尔津久远以来形成的
厚重鱼文化。不得不说，那湖边搁浅的旧木船，随意
搭着的土灶台、老铁锅、老木头架子车，旧迹斑斑的
渔网、泛黄的竹鱼竿和50年前的老毛钩，无一不在
诉说着布尔津县遥远的鱼往事，凝结着布尔津人浓
得化不开的鱼情结。

而在七里滩渔村旁边真的有名叫“铁勒克塔
拉”的牧民定居村，当地老一辈曾以传统畜牧业为
生。近几年，这里的年轻一代搭旅游业快车之便，
开办民宿、牧家乐等，从游牧人家转换为旅游人家，
与七里滩渔村相得益彰。很久以前，当地不少人家
曾是渔民，还在额尔齐斯河里捕获过一条鲜活、肥
硕的大鲤鱼……

是的，布尔津是鱼的故乡，守着额尔齐斯和布
尔津两条大河的布尔津人，在那个水丰、鱼跳的年
代，说十户居民六家渔，一点也不为过！

额尔齐斯河河谷宽广，沿岸风光秀丽，素有
“金山银水”之美誉，鱼类资源相当丰富。据权威
调查统计，迄今为止，额尔齐斯河流域发现了
157种鱼，其中有六十多种是中国特有鱼类的主
要分布区。因为所有的小湖泊和河口都是鱼类
繁衍生栖的重要场所，额尔齐斯河流经布尔津县
境内时，因汇入了最大支流布尔津河，河面开阔、
水势浩渺，河谷次生林生长茂密，再加上密布的
浅滩、繁茂的水草、丰富的矿物质都为鱼类的生
存和繁殖提供了“温床”，所以，位于两河交汇处
的布尔津有着诸多野生冷水鱼资源。新疆土著
鱼种类有二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地球上的珍稀鱼
种，鲟鱼、哲罗鱼、长颈白鲑、细鳞鲑是布尔津县四
个名贵鱼种，还有鲤鱼、河鲈、贝加尔雅罗鱼、梭
鲈、东方欧鳊等品种，水中世界非常精彩！布尔津
人不知道这么书面洋气的学名，更愿意叫它们“小
白条、五道黑、狗鱼、鳊肚子和大红鱼……”布尔
津河上游的喀纳斯湖，就是大红鱼的故乡。大红
鱼闻名遐迩，学名哲罗鲑，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大

红鱼“一口吞食一头牛”的传说。
比起“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江南鱼米之乡，布

尔津的鱼不是伴桃花而生，其中，有很多来自飘着
雪花的北冰洋——因为额尔齐斯河是一条与众不
同的河，是我国唯一自东向西倒流而下的外流河，
它源自冰川、流经雪山，最终又注入北冰洋，一年之
中有近5个月的冰封期，独特的生态环境让其成为
中国唯一的“欧洲种”淡水鱼生活水域。每年春汛
期，细鳞鲑、西伯利亚鲟、贝加尔雅罗鱼等珍稀洄游
鱼种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北冰洋出发，一路溯游而
上，长途跋涉，历经万水千滩，带着爱与执念抵达温
暖的故乡，在布尔津河口一带产卵繁衍，完成生命的
轮回，真是神奇又壮观！

鱼资源如此丰富，布尔津的捕鱼历史悠久。
上世纪60~80年代，这里每年的鱼产量都在五百
吨以上，可以用大东北“棒打狍子瓢舀鱼”的俗语来
描述，算是布尔津捕鱼活动的最繁盛时期。那时，
全县为数不多的单位职工和居民都依河而居，钓
鱼、网鱼、叉鱼、凿冰捞鱼，甚至炸鱼，各种捕鱼方式
乐此不疲。我家曾住在额尔齐斯河畔的外贸家属
大院，左邻右舍的院落里常年晾晒着渔网、船桨、轮
胎和粘满鱼鳞的蛇皮口袋，捕鱼大户都有小木船。
院子里，晾衣绳上、柴垛上、房顶上都晾着吃不完的
小白条和鳊鱼、鲤鱼等；有时，房顶晾不下，就用铁
丝串起来，一串串晾晒，像是银色的音符，成为了布
尔津特有的渔家景致。

那时，河里的鱼多到什么程度呢——据长辈
们回忆，“在河边走路，时不时就能看到有鱼跃出河
面，令人出其不意；水性好的人，一猛子扎下去，不
一会儿便能捧着大鱼钻出水面；有时鱼太大了，
便剁头、去尾，只吃中间肉多的部分……丰产季，
钓鱼不需要鱼饵，只需空钩下去，鱼儿就会争相
上钩……”据说，那时常会捕到一种鱼——头大，
喜深水且分泌黏液，故有“粘鱼”的叫法，因其长相
凶猛，身上又有奇怪斑纹，嘴边生有长须，大家都以为
是不祥之物，往往抓到后赶紧扔回河里……后来人们
才知道，这是额尔齐斯河里珍贵的江鳕，位列《中国
珍稀名贵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可谓鱼中“软黄金”。

那个年代，粮食稀缺，鱼成了米面之外的重要
口粮，捕鱼算是集体行为，不少单位成立了职工队，
置办了大鱼船和大渔网，在生产之余统一组织捕捞
活动。当时，布尔津人口少、单位也少，时间一长，
捕鱼的地方都会约定俗成。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习惯
和经验固定在某处，外人不会随意进入他人“地
盘”。各单位会按地段划分，通常以额尔齐斯河南大
桥为界，外运八队、山区林场等几家单位会在桥东，
外贸公司、四车队等则在桥西面下船、撒网。因交通
便利，多数人会到离县城较远的河段，船在河中央，
一百多米的大网下去，需十几个人收网，一网上来，
成吨的鱼在岸上跳跃着，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最大的
足有七八公斤。因拖拉机装载有限，大家会把小鱼
扔回河里，大的拉回单位大院，也不过秤，搭配好按
堆分，随便选一堆用拉拉车推回家，从不计较。

几乎家家都捕鱼，加上单位又分鱼，所以每户
人家的鱼是吃不完的。除了晾干保存之外，还会油
炸——小白条去鳞和内脏，大的鲤鱼、鳊鱼则剁成
块，用盐、花椒粉腌制，再裹层面粉入锅炸，一炸就
是两大瓷盆，这样可以保存七八天，用作孩子的零
食或者回锅炖了吃。放学后，肚子饿，很想吃块饼

干，哪怕一口馍。可是，在副食品缺乏、买面要凭粮
票的年代，饼干只有等到过年，就连馍馍也要装筐
挂得高高的，防止偷吃。所以，大部分时间，每家的
妈妈会给孩子们一人一块炸鱼，打发出去玩，待到
正餐时才能吃米饭或馍馍。而晾干的小白条，则是
冬天烤着吃的美食。因晾法不同，味道也有区别，
有的人家会刨鳞、去腹再晾，这样的鱼往往干而无
味！真正会晾鱼的不刮鳞不去内脏，最大限度地保
存鱼肉的水分和油分，闲了放在烧红的炉板上或烤
箱里，直到冒出金黄的油，再剥皮入口，外焦里嫩、
鲜美无比，甚至连烤酥了的刺也一起吃了下去。那
时，如果家里有客来访，总会吃顿便饭，主妇们从不
着急，一边命丈夫赶紧去河边捞鱼，再令孩子去门
口割块豆腐，自己则到菜园摘菜。不一会儿工夫，
一道鲫鱼豆腐、一道红烧鳊鱼，两盘新鲜“时蔬”便
上桌了，再配上炸花生米、炸虾片，荤素搭配既省钱
又体面。那年代家家孩子生养得多，生活水平有
限，只够养家糊口，本没精力研究美食，所以做鱼的
方法也简单、粗暴——一把盐、几滴酱醋、两棵香
菜，若有条件会佐以干姜片等，便是一盘家常鱼，却
是最鲜美的原生态味道！

我家是为数不多的不会捕鱼的人家之一，但
家里从不缺鱼，除了单位分，还有热情友好的邻居
补给。印象最深的，要数吴大爷和薛大爷。叫“大
爷”是因他们的年龄大于我的父亲，其实当年他们
可都是年轻力壮的捕鱼高手。吴大爷家的柴垛和
晾衣绳上永远挂着成串的小白条，到了冬天小库房
里早已存了几麻袋干鱼。吴大爷是个大方人，除了
送邻居，还时不时带着干鱼到单位，闲时和大家烤
着吃。但吴大爷同时又是“妻管严”，大娘嗓门大、持
家严，所以吴大爷带去单位的小鱼多半是“偷”去
的。大家也都知道吴大爷好面子又“惧内”，所以爱
用激将法逗嘴：“老吴，明天你肯定带不来鱼……”这
么一激，吴大爷就中招，直着脖子回道：“谁说的！”第
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半袋子……

而住在斜对面的薛大爷留给我们的记忆就没
有这么有趣！河里鱼多时，薛大娘隔三差五便端着
满满一盆小白条来串门。那时，大人有大人的活
计，收拾鱼的小事往往留给孩子们折腾。因此，常
常有这样的画面——傍晚，我们总算写完作业想
去外面耍会儿，却不得不蹲在院子里收拾小鱼，去
鳞、剖腹、清洗、撒盐，要么炸出来，要么用铁丝串起
来，等真的忙完时，天已黑透，弄得我和姐姐们总是
怨气冲天。一次，说是有露天电影，大姐急忙洗了
碗刚要带我们出发，院门“吱”的一声开了，薛大娘
又端来满满一盆鱼。咋办？不收拾肯定会挨骂。
大姐决定，我们一起动手快速收拾完腌上，再去看
电影。我们仨焦急地边收拾边想象着精彩的电影，感
觉那盆鱼越收拾越多，最后我和二姐趁大姐不注意，
便把小一点的扔上了房顶，再小一点的顺手扔给了圈
里的鸭子，有条鱼大概有点大，鸭子伸着脖子吞了半
天也没咽下去，差点噎死……当我们收拾完最后一
条鱼时，院墙外传来了嘈杂声——电影散场了，我和
二姐垂着两只沾满腥气的手“呜呜”地哭了……

如果说，额尔齐斯河的鱼是大人的谋生口粮，
孩子们的则是无尽欢乐，当然，洗鱼、干活除外。那
时，去河边洗衣服也是孩子们的家务活。每到阳光
明媚的周末，姐姐们会端上一大盆衣服，带上弟弟
妹妹来到河边，衣服三下五除二就洗好了，晾在岸

边的大鹅卵石上，剩下的时间最快乐——捞鱼。
我们两人一组，每人负责撑纱巾的两只角，一半浸
入水中，一半露在水面，随后一点点往岸边走，一纱
巾可以捞到十几条小鱼，随后养在洗衣盆里逗着
玩，快乐、有趣。还有的孩子用手在岸边刨个小坑，
再开条小渠引些河水，小鱼儿会跟着流进水坑，那
便成了“鱼塘”。再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
是不屑于玩这种游戏的，她们会坐在大石头上，把
脚伸进河水中，相互窃窃私语倾诉青涩的心事，任
鱼儿在脚边游来游去，直到夕阳西下。

多年以后，当我们陆续搬离大院，当额尔齐斯
河里的鱼渐渐变少，当河边的渔民慢慢变老，我们
无意中听说薛大爷去世了……心中竟涌起了难以
言说的悲伤，年少时的无知早已随风而逝，留在心
底的唯有温暖的邻里乡情！

当初，布尔津县的人口少，无论新鲜的还是晒
干的鱼，家家自产自“销”，可以说，营养丰富的鱼成
为了重要的口粮。据长辈们说，三年困难时期，许
多外地人也争相来到布尔津，两条大河的馈赠，确
实在特殊年份为解决温饱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开始出现专业的
捕鱼人和卖鱼人，鱼成了商品。待到生活条件变好
了，外地来定居的人更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文化
融合出各种鱼的做法，红烧、清炖、爆炒、烤制、冷
吃，布尔津街头的馆子陆续推出了各种鱼宴。记忆
中，县城西面四车队附近一临街平房还开了家鱼肉
饺子馆。这时，也有不少人家会把吃不完的鱼烤了
拿去售卖，河堤夜市便由此衍生。再后来，因过度
捕捞，影响了生态环境，河鱼的种类、数量逐年下
降，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常吃的河鲈、白斑狗鱼
也成了稀有之物！一次，去外地出差，用餐时夹了
块鱼，入口满嘴的土腥味，柴柴的口感令我立即没
了胃口。后来和大家交流，原来大部分布尔津人去
外地，除了海鱼都不吃人工养殖的淡水鱼。而对于
离开家乡漂泊在外的布尔津人而言，一顿最地道、
最细嫩的布尔津鱼，更是成了心头最惦念的味道。
对，这是布尔津人的乡愁！

好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步伐及时启动。自
二十世纪初期，布尔津县开始了抢救性生态恢复，
采取禁渔、繁育苗种、增殖放流等系列举措。通过
近二十年的向善之举，额尔齐斯河的鱼类资源和生
态环境慢慢恢复，有了生机。近年来，乘着旅游业发
展的东风，布尔津县及时把水产养殖结合进来，生态
渔业休闲旅游正逢其时。如今，布尔津县河堤夜市
上的“额河烤鱼”已成为游客必须打卡品尝的“金牌
小吃”，而休闲垂钓、渔舟唱晚的特色风情也成为人
们争相观光体验的文化旅游名片。

旅游业的兴起，让布尔津人和鱼的故事有了
“续集”，不同的是，当年填饱肚子的鱼，现在又鼓起
了人们的钱袋子，渔民们谋生的河滩，如今成了负
有盛名的旅游景区，冷水鱼让布尔津这个边境小城
人气不断聚拢，更具活力！

而鱼的故乡布尔津，在历史变迁中成了南来北
往的旅者们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些曾经发生的河
畔往事，随着亘古不变的流水飘向远方。我们这一
代人，尚且能从长辈口中听一两段故事，而下一代的
布尔津人，以后只能从七里滩渔村的大红鱼展馆，或
者将来要建的更大的冷水鱼博物馆里，了解遥远的、
与布尔津有关的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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