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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蕾 史艳娜

100多年前，曾经骄傲的中华民

族被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蔑视，

在西方的机械鸣叫中失去了方向。

而他，用有力的臂膀，撑起了中国

铁路建设乃至中国工程界的一片天

空 。 他 ， 就 是 “ 中 国 铁 路 之

父”——詹天佑。

“近代中国寻梦人”

系列报道之““近代中国寻梦人
近代中国寻梦人””

系列报道之系列报道之

京张铁路修成时，詹天佑 （车前右第三
人） 和同事的合影。

文化产业化的说法，是最无知的说
法，对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认为
文化部门不应该做文化产业，而应该做
精神文化的工作。

——作家冯骥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仍感悲哀。

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文学
吗？如果觉得是文学，那你就这样写好了，也许是
你的一种写作风格的探索，或者另外一次突破。

——在作家严歌苓看来，作家应该在诚实、自
然的心态下写小说。

今天的作家如果还用以前的方式写
作，很难坚持下去，而且要付出某种成
本才能完成。而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单
个的抵抗是无效的。

——作家蒋方舟谈及科技带给阅读
的数字化影响时如是说。

文体和钞票完全是两码
事儿。钞票大家都在用，而
且越用越脏，但文体应该是
自己独家经营的，千百年后
依然保持新鲜，这才是大丈
夫应该做的事情。

——诗人余光中认为。

非虚构的图书，我想对于
任何一个作家都是最主要的读
物。它立足于生活的真实性，
会对我这样比较关注现实的作
家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

——作家莫言提倡要重视
原创。

“80后”、“90后”的孩子基本不
读我们这一代的书，我觉得一方面
是作家丢掉了文学，另外一方面是
文学丢掉了作家。因为文学确实
是向前走的，时代也在变化。

——作家阎连科谈文学的时
代性。

做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这个身份
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可疑的。因为流行之
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被过度放大的人，
这并不利于你找到自己真正的读者。他
们反而容易误解你。

——作家张悦然谈“80”后青春文
学。

我不想写是因为，今天这些故事被庸俗化
了，这种控诉其实不是文学，更多像是通俗小
说，有时候这些悲情成为一种变态。

——作家叶兆言解释不愿写“文革”故事
的原因。

（刘蓝忆辑）

远洋求学练技艺

詹天佑孩童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中西结
合。在私塾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当时在广州城对西洋机械
的耳濡目染，造就了詹天佑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

因家境困难，读完私塾后，家里已经没有余力供詹
天佑继续读书。正当家人为他的未来困惑之时，一位老
友带来了清朝政府“选送幼童出洋肄业”招生的消息。
在这位老友的帮助下，詹天佑到香港应试并顺利通过。

到美国后，詹天佑勤奋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878 年，志向远大的他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他之所以选择铁路，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然科学的热
爱；另一方面，西方正兴起以铁路起飞带动经济起飞的
理论，美国铁路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高潮期，詹天佑亲身
经历着这一切，意识到铁路对于振兴祖国的深切重要性。

之前参加的一次活动，也深深刺激了詹天佑，并坚
定了他学习铁路建设的决心。那是美国举行建国100周年
庆祝活动时，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参加了一个规模巨大
的百年博览会，见识了美国建国100年来的各项生产成就
和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他们亲眼目睹北美
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
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而在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中
国馆里，展品都是中国传统的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比
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当时的
他，深深地感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暗下决心，要
学好西方先进技术，回国报效祖国。

回国效力建铁路

练就了一身本领，怀揣着一腔报国热忱，回国后的

詹天佑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所学献给中国的铁路事业。
然而，当时的中国铁路事业在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下刚艰
难起步，帝国主义国家觊觎修建铁路的利益，纷纷逼迫
清政府任用外国工程师，铁路事业的技术管理层被外国
人垄断，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容身之地。詹天佑后来回顾
他回国时的情况说：“我在毕业后即回国，因为在此时
期，在国内没有修筑铁路的工作，我被迫进入海军福州
船政学堂做一名学员，学习航海。”

1888 年，在老同学的推荐下，詹天佑进入中国铁路

公司工作，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参加滦河大桥的铁路修建工程，詹天佑小试牛刀。

滦河下游河宽流急，河床泥沙淤积很深，地质结构复
杂。在几位外国工程师接连失败的情况下，詹天佑迎难
而上。他分析各种打桩方法，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
土壤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调查之后，将中国传统的
桥梁打桩方法和西方近代先进技术相结合，采用新式的
气压沉箱法建造桥墩，终于顺利完成了这一工程。这显
示了詹天佑过硬的技术水准和惊人的才干，
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随后，詹天佑第一次独立主持承建了新
易铁路。新易铁路的修建，在经济意义上不
大，但在政治上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
是在没有“借外债”“用洋匠”的情况下建成
的，而且是中国工程师自修铁路的开端。詹
天佑用 4 个月的时间，以每天 15 小时的工作
量，如期完成了修建工作。这鼓舞了中国人
民用自己的人力财力建设铁路的勇
气和信心，为后来修筑
京 张 铁 路 准

备了条件。从此，詹天佑在中国广大的工程人员中
树立了极高的威信，这也给他后来修筑京张铁路开辟
了道路。

勇挑重担筑“京张”

1905年，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至张家口兴建铁路——
京张铁路。这一举动遭到了列强的插手，英俄都想插足
建设，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随即，英俄使臣威胁清
政府：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两国将不
提供帮助。国外报刊上讽刺舆论四起：“会修铁路通过关
沟段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
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过 50 年才能实
现！”詹天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京张铁路的修
筑任务。他坚决地回击道：“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
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京张铁路由丰台经北京西南门至张家口，虽然全程
只有180多公里，但中间隔着居庸关、八达岭，重峦叠嶂，
陡壁悬崖，要从这里开辟四条隧道，艰难可想而知。詹
天佑亲自带着测量队开始勘探、选线，穿梭于悬崖峭壁
之间。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
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为中国铁
路史留下了传神的点睛之笔。

1909 年 9 月 24 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原计
划要 6 年才能修完的铁路，4 年就完工了，工程
费用比原估预算节省了30多万两白银。詹天佑
对京张铁路工程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
工快”的三项要求全部实现。京张铁路的建
成，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
心。正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詹天
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当
时深受侮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智
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
来。”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
台长、女主播吴小莉新书《与

卓越同行》于日前出版。新书讲述她
采访 6 位经济界人士的经历。日前，吴小莉

在工作间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新书、工作经历
与生活态度。

曾在工作中落泪

吴小莉目前担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并任首席
主播。吴小莉调侃，她是从一线记者做起的，这个行业
的人吃饭特快，见缝插针，讲话速度快。但很多人可能
不会想到，一向给人“坚强”印象的吴小莉，也曾在工
作中掉过眼泪。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一次，我在做直播，
忍不住就哭了。但我认为这不是坏事，相信当时看这段
节目的观众也会受到触动。”吴小莉坦言，她会尽可能表
达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的客观态度，但作为个人来讲，
无法去掩盖情绪，如果硬要掩饰，那并不真实。

在工作中，吴小莉会关照采访对象的状态。她透

露，很多名人都曾在她
面前落泪。“这可能是在交流中，嘉宾
被某个点触动了。受访者都能这样真情
流露，采访者也不是铁石心肠，因此，
流泪是很自然的事情。”

李敖、比尔盖茨、星云大师……这
些吴小莉曾经的采访对象，均给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刚开始做新闻常
到第一线去，当时还采访过科学家、
长江水患的灾民、抗洪英雄，每个人
都给了自己生命中不同的触动。

致力建立网络文明

吴小莉的新书出版后，她开始走
入校园，和青年学子们进行面对面的
沟通。谈到这个话题，吴小莉表示，
这其实占用了很多时间精力，但却是
个“接地气”的过程，也可以从中得
到很多。“当你觉得能够对他们有所触
动，你就会觉得这种给予很幸福。这
个社会给了我很多，我应该给出去。
精神效益很高。能够给是一种幸福，
并且这种给是有积极影响的。”吴小莉
坦言。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作为媒体人，吴小莉深觉互
联网改变了语言环境，充斥一些非理
性的声音，这会令年轻人难以辨别。
此时便需要帮助他们去抵御不良信
息。“互联网也是媒体，我作为一个传
媒人，要正视怎么把建立网络文明这
个事情做起来。互联网的文明是社会
文明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跟青年学
子沟通，尝试建立一个互联网的光明
社会。”现在的吴小莉在香港一些青年
团体任职，专门花时间从事此项社会
公益工作，思考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力
量，将青年心灵的力量汇聚起来共同

建设互联网文明。

从容就是一种优雅

无 论 是 在 生 活 中 ， 还 是 在 荧 屏
上，吴小莉给人的感觉总是举止有
度，十分优雅。在她看来，“从容”便
是一种优雅，或者说是习惯。

吴小莉自认天生开朗爱笑，从容
的心态是源自后天工作的历练。她直
言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有时表现得

“太着急”，无法反观自我。“经历得多
了，会觉得原来如此，那等一等又怎
么样？有些东西是一些习惯，‘从容’
是潜移默化形成的。”吴小莉说。

吴小莉提到，她也曾在工作中遇
到瓶颈。每当此时，她会有意识地让
自己停下来去冷静思考。“我的自愈能
力比较好，面对纷扰，会让自己像充
电一样重新来过。过后会觉得本来过
不去的坎，也不算什么。在人生中也
是如此，一个所谓的挫折，十年、二

十年之后再看，早已云淡风轻。”吴小莉表示，不知未来
无以面对当下，要拨开雾霾看到更多东西，才能走对路。

平衡好工作与生活

吴小莉曾被誉为“一个将家庭和事业平衡得很好的成
功女人”。吴小莉表示，自己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践行“重承
诺”的信条，还将之用于对女儿的培养。“比如从小她问我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我会回答妈妈不能答应你。这样她从
小就知道答应就要做到。”吴小莉笑言，或许慢慢女儿会知
道，答应了就要尝试去做。只要有这个“重承诺”的种子在
孩子的心中，待她成长起来，就会加上一个附加值：努力。
所以吴小莉认为，首先先要教会孩子诚信。

对她来说，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是时间的分配。但吴小莉
认为，把工作和生活平衡好是必须的。即使工作再繁忙，她仍
然会抽出一段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女儿。刚刚过去的圣
诞节假期是吴小莉女儿的“寒假”，在这两个星期中，吴小莉带
着女儿一起工作。“这样孩子能了解我的工作是什么。现在她
快11岁了，有机会看到母亲是如何工作，也不是件坏事。”吴小
莉笑言，在这个过程中，女儿表现得很热心，当她采访时，有人
想拍照，同事便帮忙疏通，女儿看到后也学着样子，张开双臂
示意围观的人暂时不要靠近。 （据中新社报道）

“““
铁铁铁

路路路
之之之 父父父 ”””詹詹天天

佑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