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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铁路，
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未来，这
就是北京到张家口 170多公里长的京
张线。

老京张线，建成于1909年，是中
国人在积贫积弱中奋起，自主勘测、
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新京张
线，也就是京张高铁，已于2016年3
月29日正式开工，如今已近一年，在
老京张线建成110周年的2019年，将
实现全线通车。作为世界上第一条设
计时速350公里有砟轨道高速铁路，京
张高铁建成后不仅会使两地运行时间
由3个多小时缩短到1小时之内，更将
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
供精彩、非凡、卓越的交通保障！

3月16日、17日，在京张高铁开
工建设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寻访
新、老京张线，不禁感慨万千，浓缩
为一句话，就是——京张铁路，见证
百年屈辱与梦想。

一隧一桥：
穿越清华园 飞跃官厅湖

3月16日上午10时，北京海淀区
双清路、菏清路交汇口，京张高铁清
华园隧道3号井正在紧张施工，挖掘
机、装载机往来穿梭，旋挖钻、成槽
机隆隆作响，一派繁忙景象。

中铁十四局集团京张高铁一标段
项目书记鲁潇告诉记者，京张高铁一
标段全长10.487公里，其中重点工程
清华园隧道，穿越北三环、知春路、
北四环、成府路、清华东路，在五环
路内出地面，全长5.33公里，是目前
国内位于城区，穿越地层最复杂、重
要建筑物最多的单洞双线大直径盾构
高风险隧道。

再一细聊，原来这十四局前身是
铁道兵四师。啊，提起铁道兵，《铁
道兵之歌》的激越旋律立即在我耳畔
回响：“背上行装，扛起枪，雄壮的
队伍，浩浩荡荡。 铁道兵战士志在
四方。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离别了天山千里雪， 但见那东
海万顷浪；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江
南稻花儿香。劈高山填大海，锦绣山
河织上铁路网。”

23 年 前 的 1994 年 ， 本 报 组 织
“京九行”采访时，我曾在赣南的岐
岭隧道邂逅这支英雄的队伍，写下

《岐岭雄风》 一篇报道。还记得一个
细节，一名工人原名“刘清水”，为
制 服 隧 道 塌 方 涌 水 ， 改 名 “ 刘 治
水”，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以这样
的决心施工，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找几个干部、工人聊聊，认识了
杜贵新。他是铁道兵的后代，“80
后”，已是中层管理人员，机电部部
长，负责盾构机的维护运转。他没有
向我述说两地分居、老人孩子无法照
顾的“苦”，却向我讲述了工地生活的

“趣”：“在大山里施工，夜晚常能清晰
地看到满天星斗和灿烂的银河，还能
吃到香甜的野草莓呢！”以苦为乐，不
正是《铁道兵之歌》里唱到的？

到安全警示区体验体验，我戴好安

全帽，立正站好，开关一按，小钢球从
上而降，咣当一声，砸了下来，感觉如
何？感觉良好！因为戴着安全帽，否则
不堪设想！此外，还有防撞击、防坠
落、防倾斜、防火防电的警示体验教
育，时刻警示工人：安全无小事。

再到餐厅、厨房转转，“今天中午
做什么好吃的？”我问。厨师岳师傅笑呵
呵地回答：“四川老鸭汤、麻婆豆腐……”

如今“铁道兵”挖隧道，早已不是
人拉肩扛、钻眼点炮的上个世纪50年
代，也不是我采访京九线时的凿岩台车
掘进的上个世纪90年代，而是如今的
盾构时代。靠着盾构机，他们穿越江河
湖海城，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形容一条铁路施工艰险，总要用到
一个词：“桥隧相连”。咱们看完了

“隧”，再去看看“桥”。
3月16日下午4时，河北怀来官厅

水库特大桥建设工地。记者登上桥墩，
放眼四望，清风阵阵，碧波荡漾，9个
主桥墩已经昂首挺立在水面之上。

中铁大桥局集团京张高铁五标段
项目总工高光品告诉记者，官厅水库
特大桥，长9077米，主桥为8孔110米
的简支拱形钢桁梁，跨越北京市备用
水源地，环保要求高。为了避免对库
区产生污染，采用顶推方案施工，像
拼积木一样，在岸边拼装钢梁，逐步
向湖中顶推，最大限度减少对库区的
污染，最后形成8个漂亮的彩虹结构，
飞跃官厅湖！

青龙桥车站：
民族之殇 痛彻心扉

其实，青龙桥车站就是这样一个
活着的京张铁路博物馆。

3月 16日下午 6时，记者抵达青
龙桥车站时，已是暮色四合，正有一
列从呼和浩特开往通辽的“绿皮车”
通过“人”字形轨道进站，几分钟
后，又从“人”字形轨道离去，这样
的作业已经进行了108年。车厢里的
灯光照亮了因为已经没有客运业务而
显得有些冷清的站台。

副站长池建亭，已在青龙桥站工
作多年，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的来龙去脉，都如数家珍，他带我
们参观百年依旧的老站房：售票处、
候车室、行车室……

站房内陈列的两张从未见诸媒体
的发黄的老照片带给我强烈的冲击，
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张是摄
于 80 年前的 1937 年 6 月 30 日，也就
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 7
天，29 军的士兵扛着枪、背着大刀
守卫着车站。当时的中国，日寇步步
紧逼，已经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我

虽无力查询是何团、何连、姓字名谁
的士兵仍在从容镇定地恪尽职守，但
我知道，当时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在长
城脚下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另一张照片，肯定是“卢沟桥事
变”后，因为站岗的士兵换成了日本鬼
子！就在长城脚下，就在民族英雄詹天
佑铜像边，就在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铁
路旁，就在凝聚着中国人“工匠精神”
的“人”字形轨道附近，鬼子端着“三
八大盖”，耀武扬威。这段屈辱历史，怎
不令人痛彻心扉？！

抚今追昔，今非昔比。临走，池建
亭告诉我，两年后，青龙桥站四米以下，
就将奔腾起一条新的巨龙——京张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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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
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
《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
识》 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
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
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
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
《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
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
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
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
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
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
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
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
去深入了解。

——摘自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
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
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美国西雅图）

京张铁路：
见证百年屈辱与梦想见证百年屈辱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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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美国著名小说家、记者，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
策奖得主。著有 《太阳照常升起》、《老人与海》、《永别了，
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出生于美国小镇奥克帕克，在
瓦隆湖农舍中度过了童年时光。两次世界大战时，他的足迹
遍及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古巴等国，素有“世
界公民”一称。他还在中国短暂停留，曾报道了日本侵华战
争。

海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体现了海
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
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

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古巴著名鸡尾酒莫吉托 （moji-
to）。这是一种以朗姆酒为主料，配以青柠汁、薄荷叶、糖浆
或甘蔗汁以及冰块的鸡尾酒，代表
着冒险和奋斗精神，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殖民、军队和战争这些野性十
足的气质关联。古巴曾是世界上最
大的蔗糖生产基地，在殖民时期，
殖民者们发现可以用古巴的蔗糖酿
制朗姆酒以解酒瘾。朗姆酒自此流
传，成为古巴的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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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曾沉痛地说：“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
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有一条铁路见证了这样一段屈辱伤痛的历史，未来，它
更将见证民族复兴梦想实现的光荣与辉煌。

詹天佑纪念馆：
老故事 新发现

从这一隧到这一桥，要经过八达
岭长城。长城脚下，就坐落着主持修建
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
馆。

3月16日，下午2时，面对一张张
照片、一件件实物，通过解说员小李的
介绍，我从老故事里有了新发现。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
国诞生。51 年后，1876 年 7 月 3 日，
中国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截
至京张铁路开工的 1905年 10 月，29
年间，中国大地上已有开平铁路、
津沽铁路、台湾铁路、关东铁路、

津卢铁路、卢保铁路、株萍铁路、
关内外铁路、汉保铁路、粤汉路广
三线、潮汕铁路、正太铁路、沪宁
铁路、汴洛铁路、津浦铁路 16 条铁
路，都是由英国、美国、日本、法
国、比利时人担任总工程师，就是

没有一个中国人。
时间跨入20世纪。在北京、张家

口间，中国人也要自己修铁路？外国
人奚落、嘲讽、鄙夷。詹天佑感慨地
说：“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
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他有能
力，有雄心：“此路早日一成，公家即
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早享一日之
便安，外人亦可早杜一日之觊觎。”他
决心：“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不受外
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他还满怀
信心地展望未来，阐发梦想：“工学之
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
以俟。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岂仅偕扶
桑而并骑？（我们必将不落后于欧美，
难道还超不过日本吗？）”

设计理念：
留下民族复兴的印记

3月 17日下午 3时，在北京西站
南广场，我们采访到了负责京张高铁
勘测设计的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城交院副总工程师吕刚，一位
极具系统思维和专业素养的设计师。
他认为在京张高铁设计中，不要追求

“大而奢”，而要琢磨“小而精”，要
建设“实用、适用、先进、人文”的

工 程 。 设 计 的 产 品 要 做 到 “ 精 和
巧”，设计人员要做到“智和恒”，体
现“工匠精神”。

他和同事负责目前世界上埋深
（102 米） 最深和提升高度 （62 米）
最高的高速铁路山岭地下站——八达
岭长城站的设计。他举例说，我们建
立了一个“清污分离”的体系，每一
滴岩石渗下来的清水都还给自然，所
有的污水都通过污水泵房提升到地
面，还给污水系统去处理。他娓娓道
来：“再比如，你进车站的时候我首
先会通过wifi给你推送一个网页，可
以知道车站的文化和建设过程当中的
一些故事。第二个是导航的功能，你输
入一个车票号，就会知道车停在哪个位
置。第三个功能是定位，你接上了定位
系统以后，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数据，就
是人群集中往哪里去。人群没来的时
候，设备的强度就要降低，人群到了，
设备强度就提高，等你过去了，强度再
降低，体现智能化、环保的作用。最后
还有一个应急。万一发生火灾，APP上
可以有一个轻量化的模型，告诉你着火
点在哪个地方，而你呢，可以根据路线
安全地逃到出口。”

他认为：“是综合国力的提升支撑
了先进的设计！面对长城、老京张铁路
等里程碑式的工程，我们要在这里建设
的不应只是实现功能的工业工程，更应
该是历久弥新的遗产工程，是民族复兴
的一个印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
和民族对我们这辈人的期望。”

采访结束时，又传来好消息，美
国当地时间3月16日，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在芝加哥举行建厂动工仪式，总投资
1亿美元、占地275亩的厂区即将拔地
而起，标志着中国地铁出口发达国家最
高纪录订单的生产正式启动。此前，
2015年9月3日，在詹天佑开启留学生
涯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
中国中车在美国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制造
基地正式破土动工，拉开了中国铁路装
备在美国本土化制造、实现技术输出的
序幕。詹天佑九天有知当笑慰，继承了
前辈精神的中国铁路人早已超越了他当
年“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岂仅偕扶桑而
并骑”的梦想。

是啊，今日中国已不是100多年
前的积贫积弱，也不是 80 年前的山
河破碎，她正走向伟大复兴的未来，
而京张线——一条普通的铁路已经并
将继续见证这一切。（本报实习生华
熠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1909年10月2日，中国人修建的
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举行通车典礼。伴
随着蒸汽机车的鸣叫，一个危难中的伟
大民族在屈辱中发出了一声扬眉吐气的
呐喊。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有“高
铁院士”之称的王梦恕，提交了两份建
议案，都是关于京张高铁的。他认为百
年京张铁路，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
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了。他
建议，应建一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采访归来，我也建议，不仅要建一
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还要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

左图：“七七事变”前7天的青龙桥火车站。 孙明经摄
右图：抗日战争时期的青龙桥车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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