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位

于 北 京 天 安 门 广 场 东 南 侧 ，是 一 座

灰 白 相 间 的 欧 式 风 格 建 筑 ，圆 拱 形

屋檐下还有一排古朴字迹：“京奉铁

路正阳门东车站”。

倘若在百年前来到这里，可以从

这座刚建成的火车站乘坐蒸汽机车

北 上 ，直 抵 奉 天 ，也 就 是 今 日 的 沈

阳。1959 年国庆节前夕，新“北京站”

建成投用，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停

用。2010 年，已停用近半个世纪的京

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被改建为中国

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对外开放，正

式承担起向世人讲述中国铁路发展

历史的新使命。

穿越历史烟云，回望艰辛岁月，

中国铁路从诞生那天起，就和国家、

民族的命运，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

益紧密相连。无论是铁路建设者赤

诚的家国情怀，还是难得一见的铁路

老物件，以及旧时记忆中悠长而响亮

的汽笛声和承载着无数国人岁月征

途的绿皮车，都能在中国铁道博物馆

中逐一探寻，细细品味。

铁路织网、天堑
变通途，百年巨变见
证复兴之路

早 期 铁 路 占 地 契 约 、汉 阳 铁 厂

制 造 的 钢 轨 、机 车 两 侧 雕 刻 有 两 条

金龙的“龙号机车”……走进中国铁

道 博 物 馆 正 阳 门 展 馆 ，一 件 件 文 物

展品把参观者带回了中国铁路蹒跚

起步的年代。

在风气未开的晚清，人们对于铁

路和火车这一“夷技”充满了新奇和

畏惧。1876 年，英国商人擅自修筑了

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吴淞铁

路，长 14.5 公里，翌年被清政府赎回

后拆除。

1881 年 ，为 了 解 决 煤 炭 运 输 问

题，清政府同意开平矿务局修建了一

条不足 10 公里的铁路，起自唐山，止

于 胥 各 庄（今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丰 南

区）。唐胥铁路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

起点。

“我儿子喜欢收藏火车模型，来这

参观，希望能和孩子一起了解到更多

的铁路历史文化知识。”来自湖南常德

的游客曾先生说。参观中国铁道博物

馆正阳门展馆的人中，不乏对铁路充

满热爱与好奇的“铁路迷”，他们仔细

研读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从每一个

细节中挖掘出铁路发展的点滴故事。

中 国 铁 路 之 父 —— 詹 天 佑 ，是

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展厅内的詹

天 佑 铜 像 ，栩 栩 如 生 地 刻 画 出 了 这

位 伟 大 工 程 师 的 形 象 ，吸 引 了 很 多

人的目光。

“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

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面对帝国

主义国家的阻挠和嘲笑，詹天佑坚定

的话语唤醒了很多仁人志士，他们为

争路权、建铁路而苦苦求索。1909 年

9 月，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

自主勘测、设计、建设、运营的干线铁

路——京张铁路，为当时饱受屈辱的

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展

出了一套《京张路工撮影》，它是在京

张铁路建设期间由上海同生照相馆

跟踪拍摄的，分上、下两卷，共有照片

183 张，是京张铁路珍贵的历史记录，

定格了铁路建设者自强不息、不屈不

挠的民族志气与民族精神。

漫 步 在 展 馆 中 ，参 观 者 不 难 发

现，无论是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在京汉

铁路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办的中国第

一所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学校；还是铁路工人把铁道线变成抗

击日寇的最前线，又喊出“解放军打

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

到哪里”的豪迈口号，中国铁路始终

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

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

铁路总里程仍仅 21810 公里，有一半

还处于停运状态。一张画有“1949 年

全国铁路网示意图”的展板让许多参

观者眉头紧锁。

百废待兴，唯有奋发图强。

展厅内，很多参观者在成昆铁路

的展板前驻足观看。成昆铁路跨大

渡 河 、金 沙 江 ，穿 大 小 凉 山 、横 断 山

脉，工程难度极大。经过 12 年艰苦鏖

战，1970 年 7 月，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联合国称其为“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

然的三大奇迹”之一。如今，成昆铁

路沿线建有 22 座烈士陵园，对这些为

国家铁路建设奉献生命的人来说，火

车的汽笛声是最好的告慰。

介 绍 青 藏 铁 路 的 展 柜 里 ，一 个

蓝色氧气瓶显得尤为醒目。“上了青

藏 线 ，就 是 做 奉 献 。”从 走 入 高 原 的

第 一 天 起 ，青 藏 铁 路 的 建 设 者 们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口

号 激 励 下 ，长

期奋战在条件

异 常 艰 苦 的 雪

域高原，攻克了

多 年 冻 土 、高 寒

缺 氧 、生 态 脆 弱 三

大世界性工程难题。

在 中 国 铁 道 博 物 馆

正 阳 门 展 馆 的 最 后 一 个 展

区，参观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原

始 创 新 、引 进 消 化 吸 收 再 创 新 到 集

成 创 新 ，我 国 高 速 铁 路 走 出 了 一 条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自 主 创 新 发 展 之

路 。 高 速 铁 路 ，成 为 中 国 走 向 世 界

的一张亮丽名片。

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已达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

里程达到 4.5 万公里。“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越织越密，复兴号承载着交

通强国的使命，迈上新征程。

聆听铁轨上的
记忆，重温铁路与生
活的交响

铁路如同一条蜿蜒伸展的钢铁

巨龙，穿越山川湖海，连接着城市的

繁华与乡村的宁静。铁路不仅是一

种重要的交通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日

常生活，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

每 逢 假 期 ，中 国 铁 道 博 物 馆 正

阳 门 展 馆 都 会 迎 来 观 展 高 峰 ，其 中

不 乏 老 中 青 三 代 人 一 起 看 展 ，问 起

对 铁 路 的 记 忆 ，大 家 的 回 答 展 现 出

一幅幅关于旅行、归乡、梦想与变迁

的生动画卷——

“以前经济条件不好，见一次火

车、坐一次火车是件特别荣耀的事情。”

“印象中最早是绿皮车、木座椅、

半开的窗户，车厢里很热闹。后来又

有了红色的火车，再就是动车、高铁，整

体感觉铁路出行越来越快捷舒适。”

“我准备早上在北京喝豆汁，中

午在武汉吃热干面，坐高铁体验说走

就走的旅行。”

…………

如果想看“年代感”十足的火车机

车，那一定不能错过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南春路 4 号院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东

郊展馆。与正阳门展馆不同，东郊展

馆主要展示中国铁路不同

时期、不同制式的机车

车辆，集中反映中

国铁路牵引动

力、车辆装备

发展变化。

中 国

现存最古

老 的 蒸

汽 机 车

——0 号

机车，堪称

中 国 铁 道

博物馆东郊

展 馆 的“ 镇 馆

之宝”。由于它

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

“0”字，人们便把它称为 0
号机车。这台机车全长 4.75米，高 3.4
米，外观小巧但烟囱、锅炉、司机室一应

俱全，用于唐胥铁路初建时期。2012
年，0号机车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最经典的还是那一身墨绿色的打

扮——“韶山 1 型 008 号”电力机车。

机车俗称火车头，老话说：“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电力机车相比传统

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不仅可以更好

实现重载运输，还具有运行效率高、能

耗低的特点。这台机车是我国自主研

发定型制造的第一台电力机车，是我

国铁路运输装备现代化的重要见证。

“中华之星”号电动车组曾于 2002
年在秦沈客运专线高速试验

时 ，跑 出 321.5 公 里/小
时的速度，为此后高

速动车组的科技创

新积累了丰富而

宝 贵 的 经 验 。

2017 年 6 月 25
日，由我国自主

研发、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的中国标准动

车组被命名为“复兴

号”，并于次日在京沪

高铁正式双向首发。

如今，复兴号家族不断壮

大，已形成系列化产品，能够适应高

原、高寒、湿热、风沙等多种运行环境

需求。与此同时，北斗导航、5G、大数

据等先进技术也在高铁上得到成功

应用。在 2024 年 6 月举行的全国科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上，“复兴号高速列车”项

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高铁技术树起国际标杆。

“ 为 什 么 现 在 坐 火 车 很 少 听 到

‘咣当’声了？”一名参观者的提问，引

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钢轨与钢轨连接处留有缝隙，运

行时的火车轮子撞击钢轨与钢轨连接

处产生了‘咣当’声。”中国铁道博物馆

东郊展馆的讲解员解释道：以前，我国

铁路的铁轨多由短轨连接而成。如

今，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高速铁路采

用的钢轨出厂时每根长 100米，每 5根

钢 轨 被 焊 接 在 一 起 ，长 度 变 成 500
米。随后钢轨“乘坐”运轨车，抵达铺

设现场，铁路工人们会将钢轨一节一

节铺设到线路上，并进行二次焊接，用

高强度扣件牢牢压在轨枕上，最终形

成整条无缝铁路，从而降低行驶噪声。

近年来，铁路科技创新一次次取

得“从 0 到 1”的突破，高铁开到家门

口不再新鲜，旅客出行体验也更加美

好。南来北往间，铁路与生活共鸣，

编织着幸福的音符。

速度与温度同
行，中国铁路为国计
民生保驾护航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在服

务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

而，铁路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层面，作

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铁路还承担着

独特的社会责任。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一

个名为“开行公益‘慢火车’”的

展 板 引 发 了 人 们 的 思

考。画面中，等待在

铁道旁的村民，人

人 肩 上 横 挎 着

一 根 扁 担 ，扁

担 上 挂 着 两

个 沉 甸 甸 的

箩 筐 ，装 满

农产品。车

门打开，在乘

务 员 的 协 助

下，乡亲们有

条 不 紊 地 登 上

火车。画面的背

景不是现代化的火

车站，而是翠绿的大山

和向远处延伸的钢轨。

公益“慢火车”，是铁路部门在经

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交通不便

的老少边地区开行的列车，具有票价

低、停站多等特点，服务沿线乡村群众

出行、赶集、通勤、通学、就医等需求。

“列车集市”“列车招聘会”等多种活动

在公益“慢火车”上开展，沿途群众腰

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春耕秋播等农忙时节，铁路部门

开辟绿色通道，将化肥、农药、农机等

农用物资及时送到田间地头，保障农

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春运等客流集中

时，铁路部门送票下乡，加开农民工

专 列 ，为 农 民 工 提 供 便 捷 的 出 行 服

务；抢险救灾中，为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物资提供了可靠

的运输保障……博物馆里一幅幅照

片，一段段感人瞬间，都在告诉参观

者，万里铁道线上不仅能跑出中国速

度，还传递着中国温度。

玻璃展柜中，独特蓝色涂装的中

欧班列模型像一条蓝色绸带，吸引游

客拍照留念。不难想象，中欧班列运

载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希望、友谊与

合作的“种子”，这些“种子”在铁路沿途

生根发芽，绽放出合作共赢的花朵。

国门之外，在共建“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国铁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

快，中老铁路、匈塞铁路、蒙内铁路、雅

万高铁……一条条铁路投入运营，成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中国铁道博物馆是铁路行业唯

一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它既是铁路

职工的精神家园，也是向社会公众讲

述铁路历史、科普铁路知识、展示铁路

发展成果的窗口。”中国铁道博物馆副

馆长傅梅胜说，中国铁道博物馆坚持

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依托，加强对馆

藏文物背后故事的挖掘，让文物“活”起

来；持续打造全方位的、参与互动性强

的新时代“铁路文化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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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大 剧 院 推 出 的 原 创 民 族 歌 剧

《山海情》，在近年同类题材和体裁的创

作 中 颇 受 关 注 。 作 品 改 编 自 同 名 电 视

剧，聚焦上世纪 90 年代开启的宁夏西海

固干沟乡涌泉村的村民脱贫变迁史，以

对基层百姓、基层干部情感的真切体察、

真心深入，通过朴实的小人物展现深沉

的乡土情怀。

如何让阳春白雪的歌剧，贴近中国

观众？

歌剧，是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老一

辈 歌 剧 艺 术 工 作 者 成 功 地 把 西 洋 歌 剧

的 艺 术 经 验 和 艺 术 手 段 与 中 国 的 秧 歌

剧 、戏 曲 、曲 艺 、民 歌 等 民 族 艺 术 结 合 ，

开 创 了 中 国 民 族 歌 剧 发 展 道 路 。 中 国

民 族 歌 剧 代 表 作《白 毛 女》《小 二 黑 结

婚》《江姐》《刘三姐》《党的女儿》《原野》

《骆驼祥子》等，以民族语言、民族音乐、

民 族 人 物 为 基 底 ，讲 述 中 国 人 的 情 感 、

文化和故事，通过表现普通平凡而鲜活

的人，塑造出一批属于当代中国的经典

艺术形象。

当下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要着力

挖掘、塑造代表时代的人物形象，以小见

大地反映当下人们的奋斗历程，展现中

国当代社会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的壮阔

画卷。歌剧《山海情》并没有将人物塑造

成遥不可及的英雄，而是展现人物在逆

境中的奋斗与成长。“还不是正式的”基

层扶贫干部得福有难能可贵的坚韧、真

诚。从“把饭碗端牢，让全村每个人都能

吃饱”的朴素祈盼，到让“干沙滩变成金

沙滩”“塞上变闽南”的愿景落地，他情深

义厚、忍辱负重、为民争利。歌剧《山海

情》除了成功塑造了基层扶贫干部形象，

还描写了不信宿命、敢于打拼的得宝、水

花、麦苗、秀儿等普通村民。有血有肉的

人物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故事，让乡音

乡情格外动听。歌剧要展现出大时代中

人物的真实状态与内心情感，从而让观

众共情共鸣。

音 乐 创 作“ 立 得 住 、传 得 开 ”，是 歌

剧 创 作 成 功 的 重 要 标 志 。 歌 剧《山 海

情》的词曲，以宁夏民歌为素材，加入西

北音乐特有的高亢苍劲和情感白描，让

音 乐 感 染 力 十 足 。 剧 中 ，“ 走 咧 走 咧 走

远 咧 ”的 一 唱 三 叹 ，有 着 一 步 一 回 头 的

乡愁牵扯；“心中有个尕妹妹”的男女对

唱 ，婉 转 动 人 ；“ 花 儿 三 唱 ”“ 远 望 贺 兰

山 ”等 唱 段 的 抒 情 唯 美 ，寄 托 了 百 姓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盼 。 观 众 在 欣 赏 歌 剧 时

不仅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还能

够 通 过 地 域 特 色 的 音 乐 来 理 解 和 感 受

剧中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拉近高雅

艺术和观众的距离。

在中国民族歌剧宝库中，“北风吹”

“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洪湖水浪

打浪”“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等代表性唱

段，融入了地方特有的乡土风物情状和

感情诉说韵调，有着丰富纯真的美学内

涵 。 中 国 民 族 歌 剧 的 优 良 基 因 ，在《山

海 情》中 得 到 传 承 发 扬 。 动 听 的 旋 律 、

直 白 的 语 汇 、充 沛 的 情 感 ，让 歌 剧 旋 律

朗 朗 上 口 、唯 美 动 听 ，更 能 为 中 国 观 众

接受。

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民族歌剧，在伟大

中找到朴素的真情，在平凡中挖掘精神的

力量，从平实中找到朴拙之美，从细微处

发现理想之美，反映人们在时代浪潮下的

奋斗，呈现繁盛的人间烟火。

让歌剧旋律
朗朗上口唯美动听

程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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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

馆外观馆外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游客被中国铁道博物馆正游客被中国铁道博物馆正

阳门展馆内展板上的内容吸引阳门展馆内展板上的内容吸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易舒冉易舒冉摄摄

图图③③：：在陕西西安在陕西西安，，一列列动车一列列动车

组列车整装待发迎接旅客组列车整装待发迎接旅客。。

王曙天王曙天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轻摇巴陵

扇，风韵动五洲。

湖南岳阳，古称“巴陵”，又称“岳州”，

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城，在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衍生出大量文化瑰宝，岳州扇是其

中无法绕过的一笔。

岳州扇与杭州扇、苏州扇并称为中国

三大名扇，有近 400 年的历史。2021 年，

岳州扇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小小的一

把扇子，制作十分考究，背后的学问很大。

刘 正 文 今 年 72 岁 ，生 于 制 扇 世 家 。

他从 1966 年开始制作扇子，如今已经是

岳州扇制作技艺湖南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劈片、边骨钻眼、刮楞……岳州扇

制作技艺共包括 72 道工序，每一道的要

求都很高，一道工序不成，就会影响后面

的制作。刘正文少时拜师学艺，经过自己

的刻苦钻研，逐渐成长为当地少数掌握制

作岳州扇流程的行家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电风扇、空调等

的普及，生产和销售扇子的企业受到影

响。刘正文带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创办

了“岳阳巴陵扇社”，面对销量下滑明显的

制扇行业，他一度感到力不从心。

有一次，刘正文读到丰子恺《扇子的

艺术》一文，里面写道：“扇子在中国是特

别发达的一种书画形式。”刘正文豁然开

朗，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虽然用扇子纳

凉的人在减少，但扇子的工艺价值和收藏

价值却是长久的。

思路决定出路，刘正文开始潜心研究

书画艺术扇的制作，他尝试用带有斑点的

湘妃竹做扇骨，同时特别注重扇骨与扇面

的绘画，邀请知名书画家设计绘制了展示

洞庭风光、潇湘八景、巴陵胜状的扇面，一

批大气典雅的书画艺术挂扇由此出炉，诠

释了画家吴冠中“扇子送凉，不意成艺”的

意境，也兼顾了不同顾客和收藏家的多层

次需要。

2008 年，巴陵扇社制作了“奥运会徽

扇”，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将其作为赠送观

赛外国元首和贵宾的礼品扇，沉寂多年的

岳州扇重新获得外界的关注。近年来，岳

州扇作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焕发

生机，刘正文十分欣慰。

2021 年，刘正文的传记《一生为扇》

出 版 。 一 段 段 文 字 ，一 张 张 照 片 ，全 面

呈 现 了 他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用 心 用 情 钻

研 制 作 岳 州 扇 的 经 历 。 从 意 气 风 发 的

少 年 ，到 头 发 花 白 的 老 人 ，刘 正 文 倾 注

了 一 生 心 血 ，见 证 了 岳 州 扇 走 出 岳 阳 ，

走 出 湖 南 ，成 为 名 扬 世 界 的 文 化 符 号 。

在他看来，坚持手工技艺，注重传承，在

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岳州扇

才有出路。

如今，岳州扇的制作已经传到刘正文

的儿子刘岳军手中。刘岳军从小就跟随

父母从老家来到扇厂，耳濡目染，很快掌

握了制扇的技术和诀窍。他经常随父亲

外出参展，用更加现代的眼光来推动岳州

扇的传承和市场开拓。刘正文的女儿刘

岳春学的是美术专业，在北京创办了设计

公司，也积极参与扇面的设计。

在岳州扇制作技艺传承展示基地，各

式各样的精美岳州扇陈列其间。随着时

代的变迁，岳州扇作为文化瑰宝历久弥

新，转型和发展从未停步。谈及制作和传

承岳州扇的奥秘，刘正文说：“唯有‘认真’

二字。做事和做人，都是如此。”

制扇运匠心 不意已成艺
本报记者 杨 迅

图为刘正

文在岳州扇制

作技艺传承展

示基地制作岳

州扇。

本报记者

杨 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