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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前门大街东侧，一组欧式
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尖塔拱顶，青白
砖墙，古雅清新，与附近高大雄伟的
正阳门相映成趣，这就是曾经的正阳
门东火车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如
今还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正阳
门馆。2016 年，是这座欧式建筑建
成110周年。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展务部主任周伟介绍说：“作为京奉铁路的起
点，正阳门东车站见证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新北京站落成
使用前，这里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迎宾门’，是代表中国形象的重要名片之
一。铁道博物馆正是由正阳门东车站旧址改建而成的。”

近日，我们来到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春色如许，阳光灿烂，站在
敞开的墨绿色大门前，遥远如烟的历史如蒙太奇电影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镇馆之宝 世界独有

正阳门馆占地9485平方米，地上三层和地下一层均设有展区。馆内集收
藏、陈列、宣传、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分为“蹒跚起步”“步履维艰”“奋发
图强”“长足进步”和“科学发展”五大部分，向人们展示了自清末至今我国
140年的铁路发展史。

步入一层展厅，映入眼帘的是“龙号”机车火车头的复制品，黑色的车
身每侧都装饰着一条金色的中国龙，色彩对比极其鲜明，这是中国第一辆自
己制造的蒸汽机车。车头虽为复制品，但它停放的钢轨却是地地道道的“真
货”，这段钢轨取自京郊延庆的康庄，是从詹天佑修建的京张铁路用的钢轨上
整体截下的一段，上面刻有“1908”字样。枕木也是未经沥青浸泡的老式枕
木，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展厅中央，一台老旧硕大的铁路客票印刷机也十分惹眼，这台1927年从
德国引进的印刷机，一直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仍可以印出像豆腐干
形状的硬板车票，被称为铁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展厅讲解员介绍，通
电后仍能使用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全世界就此一台。

在客票印刷机后有一个巨大的老式摆钟，古旧的钟摆上流淌着光阴的故
事。“铁路把西方的电灯、电报、电话带进中国，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
惯和时间观念，具有跨时代意义。”周伟说，“钟表虽然在清代之前已经传入中
国，但过去只是贵族的玩物，中国人主要看时辰，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但火车
和铁路把时间概念带入了百姓的生活——时间点错过便会误了火车。”

繁华不在 韵味犹存

73 岁的李大爷是在正阳门下长大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提起正阳门东
站，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不要说在北京，就是在全国，这也是首屈
一指的模范车站。铁路另一头连着天津，还有重工业发达、物产富饶的东
北，车站外就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

正阳门东车站建成于1906年，是由英国人主持设计修建的，车站站舍面
积近4000平方米，共有3座站台，其中有2座配备了风雨棚。普通候车室在大
楼内，一、二等候车室则另有客厅。自建成到1959年停业，它一直是北京最
大的火车站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博物馆中如今还专门复原了贵族候车室的场景，大家可以一睹其中的
精致与奢华。整个车站，问事房、客票房、行李房、公用电话、厕所一应俱
全，甚至连无线电报都有装备。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阳门东车站定名为“北京站”。在这里，毛泽东主席
亲自迎接宋庆龄先生进京；毛泽东也是由此启程，首次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这里曾一度是“国门”和“首都迎宾门”：周恩来等领导人曾亲自到站台
迎接抗美援朝凯旋的志愿军代表团；胡志明、金日成等外国政要也是在这里
走下火车开始对华访问。

正阳门东车站退役后，其旧址使
用功能和外貌曾几度“变脸”，但车
站的建筑外观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
历史原貌。2010 年，它正式更名为

“中国铁道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全新体验 引领未来

二层展区中现代化的火车模型及
铁路设施，与一层老式的装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和谐号”动车组仿真
模拟舱内，参观者可以直接坐在火车司机的后方，体验时速350公里高铁动车
带来的疾速享受。“驾驶室非常逼真，可亲自动手操作，音效画面效果很棒，
让人身临其境，十分震撼，为中国的高铁技术点赞！”体验过高铁模拟驾驶的
周先生非常兴奋。

除此之外，二层展区还以沙盘、模型和多媒体演示等多种现代化方式，
向参观者介绍了青藏铁路、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速铁路等的整体情况。

博物馆三层充满了孩子们的身
影，在“中国铁路的明天更美好”主
题下，多个多媒体展台设置了有趣的
互动项目，比如“趣味拼图”“铁路百
事通”等。“这个‘铁路编组站编组作
业多媒体演示台’最有意思，我可以
亲自动手扳道岔、摘挂钩。我的理想
是长大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读初
二的小涵认真地说。

据了解，在参观了中国铁道博物
馆后，大英铁路博物馆专家代表团团
长兴奋地表示：“我们看了全世界21家
铁路博物馆，你们是世界第一！在别
的铁路博物馆我们只能看到过去、现
在，但这里还可以看见铁路的未来，
它指明了历史、科技、铁路发展的动
向，引领了世界铁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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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下的铁路记忆
严 冰 贾平凡 蒋子月

煤炭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它推动着工业文明滚滚向前。
但人们常常忽视煤炭其实也是化石，而且比博物馆里的许多恐龙化石历

史更加久远。
想了解煤炭的前世今生吗？请到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国煤炭博物馆，这是

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煤炭行业博物馆，是全国煤炭行业的历史文物、标本、文
献、资料的收藏中心。

煤的身世——
历千锤百炼，万年修行

很多人都知道植物成煤，但不是所有植物都能形成煤炭。煤炭究竟是怎
样形成的？

煤炭博物馆馆长李希海说：“古
代的植物要想变成煤炭，要经历重重
考验。”

在博物馆四维动感影厅里，植物
成煤的过程被生动还原：在亿万年前
的地球上，气候温暖潮湿，陆地上的
湖泊、沼泽中，密布着各种各样的植
物；一批植物生长、死亡、倒伏水
中，新的一批植物很快又生长起来。
如此循环往复，埋在水里的植物就越
来越多。于是，这些堆积的植物遗体
在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腐烂分解，
一些气体就会释放出来，剩下的植物
残片就形成泥炭层。泥炭层形成后，
由于上面的堆积物不断增加，温度不
断升高，在压力和温度的作用下，就
形成了褐煤；褐煤在地层深处再受到
高温、高压的作用，经过数亿年的逐
渐变质，形成了烟煤和无烟煤。植物
成煤，煤炭燃烧又释放了远古植物自
身蕴藏的太阳能，故煤炭常被比作

“太阳石”。
李希海说，地球上发现的煤田，

大多生成于古代的三个时期——古生
代的石炭二叠纪、中生代的侏罗白垩
纪和新生代的第三纪。侏罗白垩纪正
是恐龙的兴盛与灭绝期。

煤博馆陈列着一具禽龙的骨骼化
石复制品，这是世界上唯一在煤层里

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1878年，比利时的一位名叫克里特的煤矿工人，在开
凿煤层隧道时，发现了一些形状奇怪的岩石。经专家考证，确认是禽龙的骨
骼化石。科学家用了3年时间，从这个煤层隧道共挖掘出39具禽龙化石。

在临近的小展柜上，陈列着从我国云南禄丰褐煤层中出土的两个古猿下
颌骨，它们生存于800多万年前。

煤的开采——
乘“猴车”穿梭亚洲最大模拟矿井

煤炭博物馆里建有全亚洲最大的模拟矿井。当你头戴矿灯，微弓着身
子，下矿井，坐矿车，从古代到现代，一步一步走在狭窄的采煤巷道，你会

对煤炭、对矿工、对人类采煤史，有个崭新的认识。
首先到的是古代采煤井，这里巷道窄小、黑暗，而且没有支护；照明靠

小油灯，整个巷道也没有任何通风工具。煤炭博物馆专门设置了一个宋代采
煤的场景。矿工先用镢头沿煤层底部刨出一道深槽，使上面的煤层没有依托
而自然松落——俗称“刨根”；然后再由工人用“捅枪”将上方没有松落的煤
层捅落下来——俗称“落垛”。落在地上大块的煤炭，由专人负责背出去；小

块的煤炭则装入小拖车，运到井口；在井口的矿工等煤筐装满后，摇动绳
铃；地面上的工人听到铃响，就用辘轳将煤筐提出井口。

离开“古代”，随导游乘坐因空间窄小被称为“猴车”的矿车赶往“近
代”，沿途“断层”“渗水”以及地壳受到水平挤压形成的褶皱，都清晰可
见，逼真体验。

近代时人们采煤使用半机械化半手工的方法。采煤巷道用木头支护作支
撑，在通风上有了扇风机。在“炮掘工作面”，工人先用煤电钻在煤层上打炮
眼、填炸药，之后引爆，再将落下的煤炭运走，安装好支护，这样一条巷道
就布置好了。

“炮采工作面”，也是将雷管填进炮眼后，用炮泥堵住炮眼，再到50米外
的安全巷扳动开关，引爆炸药，这样炸落的煤炭就会落在刮板运输机上，被
输送到原煤仓。

与古代、近代相比，现代化煤矿支护采用了钢铁U型支架，而且每两根
支架之间都设有金属网，可防止巷道上方的煤块或矸石落下，保护了工作面
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采煤巷道是用坚固、整齐、宽大的料石砌碹而成的，而
且调度室、中央水泵房、变电室、医务室、火药库、工具库等一应俱全。

李希海说，现代化的综掘巷道通过掘进机前面的钻头旋转落煤，通过连
接的长臂上下左右摆动，采出一条拱形的巷道，从而实现综掘机采煤、落
煤、装煤、运煤的“一条龙”机械化掘进。

煤的利用——
掘“地火”，烧旺人类文明

人类对煤炭利用的历史非常久远。考古专家在沈阳新乐遗址中挖掘出200
多块7000多年前的煤精制品，它们的做工虽然不太精细，却是我国乃至全世
界人类最早用煤的证据。

煤精又称“煤玉”，是雕刻工艺品和首饰的上等材料，煤精质地坚韧、结
构细腻、呈黑褐色、抛光后漆黑闪亮，煤精工艺品被视为“即将绝世之宝”。
如今，在煤精雕塑之外，又流行起了煤矸石雕刻。一块块被丢弃的煤矸石，
经灵巧双手，化身为云冈大佛、伟人、生肖等形象，栩栩如生。

历史上，采煤初具规模后，就为煤炭冶铁提供了有利条件，汉代用煤冶
铁也成为中国古代用煤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博物馆陈列着1979年河南洛阳
考古发现的汉代用煤冶铁的坩埚之一，坩埚底部附着有煤屑，这就证明了我
国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用煤炭冶铁了。从博物馆复制的冶铁模型可以
看到，冶铁炉里放置了铁矿石和煤块，铁炉一侧还有鼓风用的风箱。

到了宋代，人们发现有的煤层中伴生矿产，成为“高岭土”，是制作陶瓷
的主要原料。此外，根据1958年在河北峰峰矿务局发现的两座宋代瓷窑和三
座炼焦炉的遗址分析，煤炭在宋代的另一个主要用途是炼焦。

《马可·波罗游记》 详细记载了中国人采煤、用煤的知识，通过这本书的
介绍，使得中国用煤的知识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这对于世界各地开
发、利用煤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今，一吨煤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一吨煤可以发电2000度；可以炼钢
2.8吨；可以炼焦 0.6吨……当然，煤炭能源除了简单的燃烧外，还可以把它
液化或气化，无论哪种深加工方式，都可以提炼出成百上千种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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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代科学家
宋应星写的《天工
开物》中《南方挖
煤图》的描述，当
时 竖 井 采 煤 对 支
护、通风已有相当
的重视

正阳门馆外景 琉璃光世界摄

客票印刷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