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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古今中外，关于文学有何作用的论述很多，孔子言: “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毛诗序》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诗……”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 文学是

生活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强调，文学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

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基础。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的情感、思想变化，进

而对现实产生影响。文艺作品具有的娱乐、审美、认识、教育功能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

在我局，从运输生产一线到路局机关，活跃着一大批文学、书法、绘

画、摄影、音乐、歌舞等艺术创作者和表演者，他们中有年过八旬的退休

干部职工，也有刚出校门步入铁路的年轻人，其在工作生活之余，充分发

挥自身的艺术特长，用文字、水墨、线条、色彩、影像、音符等等，艺术

化地表达着铁路人异彩纷呈的工作和生活、喜怒哀乐的情感。他们身为铁

路人、了解铁路人、塑造铁路人、讴歌铁路人，这是他们在创作和表演上

的天然优势。

文艺创作是铁路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

历史，还是现实，铁路人的工作生活都很有特色，也可说颇富传奇色彩，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 30多年来，中国铁路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改革发

展波澜壮阔，硕果累累，举世瞩目。非同寻常的时代，为我们的文艺创作

者提供了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令人欣慰的是，我局的不少文

艺创作者面向铁路工作生活，取材铁路工作生活，艺术地再现铁路工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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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创作出了不少为职工喜闻乐的优秀作品，有的还

获得了国家、部、省级的奖励。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我局这支创作队伍在

企业的改革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应有的独特作用。

本套丛书是我局文学创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我局近 20年

来文学创作的一次小结和检阅。总体来看，本套丛书的特点鲜明: 首先，

在题材上紧贴铁路，紧贴我局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其次，形式多样，文学

的主要体裁一应俱全; 再次，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不

过，其中的不足和遗憾甚至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进，做得更好。从谋划编辑本套丛书开

始，我们就以精心、精选、精品、精美、精致的态度和目标来做与之相关

的一系列工作，但由于能力、水平有限，没能完全达到选编的初衷。四川

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其中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我局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大

事，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不失为我局的一套优秀文学作品选集，

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我局干部职工身上 “坚守、实干、创新、奋进”的

企业精神，适合广大干部职工阅读，更加适合新入路的职工阅读，也适合

有兴趣了解铁路人的社会各界人士阅读，在得到阅读审美享受的过程中，

还可起到引导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

当今中国铁路，变革剧烈，发展很快，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资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是每个作者都应为之而不懈追求的目

标。写什么? 怎么写? 主体在作者，但身为铁路人兼创作者的干部职工，

在发挥自身创作特长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健康的道德情操，正确的创作观

念，宽广的视野，深入细致的观察思考，把创作与时代的大背景、社会的

大变革、铁路的大发展联系起来分析判断，再确立创作基准点。这样，个

人的创作才能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方向高度一致，才能与广大铁路内外

读者的期待相一致。

我局的文艺创作者要不断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创作的主导思

想与企业精神、愿景和经营理念相融合，树立正面形象，弘扬企业正气，

倡导奉献精神; 二是要把创作的基本规律与企业的发展变化相融合，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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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作的规律、方法充分抒写、描绘、歌唱铁路的发展变化，以铁路的发

展变化来丰富和促进文艺创作; 三是要把创作者的激情与铁路人的情感相

融合，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真正贴近广大铁路人的心灵。

艺无止境，不仅是关系作者创作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也是关乎全局文

化实力能否不断提升的大问题。西南铁路的改革发展机遇很好、任重道

远，既需要我们的干部职工日夜拼搏奉献，更需要各种艺术形式予以多层

次、多样化地表现。我们坚信，全局的文艺创作者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职工的优秀作品。
编 者

2015年 7月 28日

00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目 录

心中那条路 孙贻荪 ( 001)……………………………………………………

啊，小站人 曾从技 ( 017)……………………………………………………

成渝线上俩工友 刘忠新 ( 026)………………………………………………

春运，那些抹不去的影像 ( 外一篇) 王尔秀 ( 030)………………………

大渡河和铁路对视 北 来 ( 036)……………………………………………

车过渝达线 冯天敏 ( 038)……………………………………………………

铁路人素描 刘建镍 ( 041)……………………………………………………

行走的“部落” 徐继坚 ( 050)………………………………………………

火 车 刘宝库 ( 055)…………………………………………………………

夜行火车 刘慧敏 ( 065)………………………………………………………

女列车员的悄悄话 张 聘 ( 069)……………………………………………

春运笔记 黎鹏程 ( 071)………………………………………………………

秋走小龙洞 ( 外一篇) 叶志权 ( 082)………………………………………

住房轶事 谭征夫 ( 085)………………………………………………………

那山，那路，那石头 彭明军 ( 096)…………………………………………

铁路家属 胡婷芬 ( 103)………………………………………………………

漫步五月成辆 梁敏燕 ( 109)…………………………………………………

深情指针 ( 外一篇) 陈恩华 ( 111)…………………………………………

父亲与大桥 雷 建 ( 115)……………………………………………………

001



心中的路·散文卷

冰雪中，这点痛算什么? 郭 明 ( 117)……………………………………

烙在钢轨上的记忆 黎玉松 ( 126)……………………………………………

通勤路上 唐友权 ( 129)………………………………………………………

川滇黔六日 黄培书 ( 131)……………………………………………………

乌江边的回忆 ( 外一篇) 刘方珍 ( 138)……………………………………

幸福着你的幸福 马 健 ( 143)………………………………………………

高铁时代的召唤 秦学建 ( 145)………………………………………………

领导，亲爱的冒号 黄 蕾 ( 147)……………………………………………

遥远的小站 胡巧玲 ( 151)……………………………………………………

共和国的花环 骆永林 ( 154)…………………………………………………

脚丫和小灰屋 ( 外一篇) 唐恩明 ( 158)……………………………………

黑暗中的停顿 西 雅 ( 161)…………………………………………………

种菜记 冯地模 ( 168)…………………………………………………………

走近工友 田 秘 ( 172)………………………………………………………

笛声悠悠 卢万生 ( 176)………………………………………………………

一床毛毯的温暖 ( 外一篇) 廖永贵 ( 179)…………………………………

美丽小站我的家 ( 外一篇) 秦丽春 ( 183)…………………………………

小站的事物 枫 树 ( 187)……………………………………………………

永远的歌者 杨新华 ( 192)……………………………………………………

车轮滚滚 唐 兴 ( 199)………………………………………………………

难忘汉旺 王成奎 ( 203)………………………………………………………

一条民国铁路的前世今生 ( 外一篇) 任桑甲 ( 206)………………………

从军人到铁路人 丁友成 ( 212)………………………………………………

评论二题 吴雪峰 ( 216)………………………………………………………

002



书书书

·心中那条路·

心中那条路
———纪念成渝铁路通车 60周年

◎孙贻荪

军号 在天际回荡

召唤我奔赴战场

远去了，一次次回头张望

我们浸渍在岩石上的

鲜血 汗水

像朵朵绚烂的鲜花

定格在如血的残阳

———摘自旧作《告别成渝路》

墓地前的追忆

襄渝铁路北碚车站背后的山坡上，有片低矮的松林，林间有一片铁道

兵墓地。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拨开没胫的荒草来到这里，一眼看见了

铁道兵六师政委朱耀洲的坟茔。斜阳里，我的身影投在墓碑上，像是向他

敬最后一个军礼。四周寂静无声。秋风里隐约传来你的话音: 还记得当年

成渝铁路上那些往事吗? 记得! 怎能不记得! 那段人生经历，是我一生的

财富。

他是我人生一次难得的奇遇。

那是 1950年的 11月上旬的一天。筑路大军一夜撤离，去了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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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我的意料，全团只留下我一人。在仓促而紧张的气氛中，老领导临别

时用手指了指前方，你去 30 里之外的黄家大院，找朱耀洲政委领受新任

务。

天明，我沿着一片狼藉的工地前行。怎么偏偏留下的是我呢，战场上

真刀真枪地拼一回多过瘾啊，我在二野军大学的正是作战战术。这话只能

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口。时近中午，橘林深处，露出黄家大院，我顺着蜿

蜒山道往上爬去。远远看见一位身披军大衣首长模样的人，站在大院门外

石梯上眺望。见我爬上来，忙喊通信员跑下来接我。通信员指着你的背影

对我说，他是朱政委。我们大队人马也刚从歌乐山赶到这里，政委刚才还

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流窜，正准备派人去接你呢。

你像兄长那样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你说大部队都走了，剩下的路谁来

修? 眼下重庆失业工人众多，刘邓首长决定采取 “以工代赈”的办法，组

织他们接替部队修路。为此，军区组建了我们这支 “西南军区筑路第一支

队”，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早日修好成渝路。

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当年重庆刚解放面临的诸多困难。兵工厂

停工了，黄包车没人坐了，银行歇业了，学校因生源不足无法行课。重庆

市劳动救济委员会动员失业工人、黄包车车夫、职员、失学学生……前来

修路，分别组成产业工人队、黄包车夫队、职员、教师学生队……还有

“游民队”。他们是从全市收容来的流浪人员。

300多游民，编做第五中队。你在干部会上严肃宣布，不准谁喊他们

是“游民队”。派淮海战役战斗英雄陈牛儿担任中队长，陈牛儿没文化，

你要我多去他那里。

我在五中队发现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个叫李荣贵的河南人，年近 50，

在台湾修过多年铁路，会开山放炮的绝活，因为想家，回到内地，流落重

庆街头。当时我们缺的正是开山放炮的手艺人。我向你报告了他。你立刻

让陈牛儿通知李荣贵带上工具，到各队示范，工效猛增。你提名李荣贵当

劳动模范。有人背后发牢骚: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

你批评他们农民意识，鼠目寸光。

冬天逼近，失业工人衣衫单薄，你派我回军里去当面向首长报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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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当场拍板，把国民党被服厂存放的棉衣，统统发给他们。我去李家沱被

服厂办交接手续，厂里问我要不要棉帽，我擅自做主: 不要! 为什么? 工

人们穿上国民党军装又戴上帽子，岂不成了一群俘虏! 要不得!

棉衣发到工地，你看见许多工人故意把棉衣反起穿，把白布里朝外，

你哈哈大笑，你们好样的，不当“俘虏兵”!

这次回军区，我悄悄打听，上朝鲜的那些战友咋样了? 回答是: 他们

大多牺牲了! 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对你讲了，你神情黯然，沉默良久……

夕阳西沉，我告别墓地。对那段筑路日子的回忆，也就由此绵延……

邓政委叫我们去修路

为了不惊扰睡梦中的重庆市民，天还麻麻亮，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走出

了西南军区驻地浮图关。直到东方破晓，我才从欲散的雾霭中，看清了我

们这支队伍的浩荡声势。走在最前头的是警卫连，连长扛着 “开路先锋”

的大旗，在晨风中猎猎招展。我跟着通信连紧随其后。回头望去，逶迤的

队伍，在山中忽隐忽现。

昨天 ( 1950年 6月 15日) 上午，我正在南温泉军大操场上操练正步

走分解式，突然我被喊出列，回营房打背包，立刻赶往几十里之外的军区

大操场，限两点前赶到。

我走进军区大门，远远看见操场上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除了军人还有

穿蓝制服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幸好有人跑过来，拉着我躬下腰往人

群前面走，我顺从地跟着，走到前排，那人把我往地上一摁，顺势坐下。

猛然抬头，主席台前横标上写着: 成渝铁路开工典礼。我如梦初醒，汗流

浃背地赶到这里，原来是参加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啊!

主席台上坐满了首长。我只见过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其余的都不

认识。大会由李达参谋长主持。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讲

话，他讲了成渝铁路的历史由来和现实重大意义。刘伯承身材高大，第二

个轮到邓政委讲话了，不知谁眼疾手快，身轻如燕地冲到讲话席前，忙把

麦克风急速从高处降落，邓政委从容走来，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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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政委即兴讲话，讲得很随意。他说成渝铁路不能不修! 谁来修? 派

部队! 当前部队征粮剿匪，任务重呵! 我和伯承、贺龙同志商量，把我们

身边的警卫团、通信团抽出来，再从军大抽出些学员，充实到战斗部队

里，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筑路第一纵队”，这个番号我军历史上从

来没有过，它标志着我们军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他还语重心长地说，

到工地好好地向铁路工程人员学习，莫说二话哟。什么是说二话? 我这个

来自下江的学生不懂。别人告诉我就是不要发牢骚。呵! 我记住了这句风

趣的四川方言。

晚上军区后勤杀猪款待我们。正吃得高兴，团长找我，拎给我小红绸

包着的一包东西，孙参谋 ( 见习) ，这个由你保管。一看我便明白，是我

们直属二团的印章: 四四方方的是大公章，用于公文; 长条钤记，写便笺

用; 还有团首长的签名印戳，只有人事任免才用。团长说你不忙跟团里大

队人马走，先随通信连去架电话线，好熟悉一下沿线地形，画个图回来。

架完线的那天黎明，我一身军服全被露水打湿了，只好躺在长江边的

一块大石头上，让江风把衣服吹干。忽听有人喊我，说团长派马接我来

了。牵马的是个陕北老兵，刘志丹的部下。这样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同志，

牵马接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说没啥，革命分工嘛，井冈山的骡子资

格再老还不照样驮炮。我没文化，只会喂马。

当兵的不会修铁路，忙拜那些 “穿蓝马褂”的铁路员工为师，他们也

不把我们当外人，亲热地喊我们 “穿黄马褂”的。不几天，工地上就干得

热火朝天了。

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活小事，却困住了咱们

这些当兵的人。时值盛夏，一种叫墨蚊的飞虫肆虐，别看它肉眼难见，特

别欺生，专咬外来人。咬得大家浑身都是疙瘩，奇痒难熬，叫苦不迭。甚

至有人不敢上茅坑解手，因为那里是墨蚊的大本营，屁股遭不住啊! 后勤

处忙着发万金油，头几天还管点用，几天下来，墨蚊禁喜欢上了这种凉咝

咝的味道了。它吸人血的同时也享受这清凉世界，更是驱之不去。这些转

战南北的老兵，在墨蚊面前，简直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无奈之际，一位小卫生员竟把它征服了。小卫生员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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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不高，却鬼机灵，他偶然发现漫山遍野长着青蒿，他无意间扯了

一把，用手搓揉，鼻子一嗅，气味难闻。正当他扔掉它的一瞬，突发奇

想，它或许是墨蚊的克星! 他把青蒿的汁液涂在大腿和屁股上，专门蹲茅

坑，守坑待墨蚊，蹲了好一阵，结果墨蚊逃之夭夭! 他边系裤子边喊，墨

蚊被我收拾住了!

团里马上把这发现报告给纵队司令部，纵队首长立即通报所属各部

队，全线推广，小卫生员荣立三等功。

当时部队伙食标准很低，营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天 1 毛 2 分钱，只能

顿顿吃南瓜。老兵发牢骚: 井冈山吃南瓜，陕北吃南瓜，如今修铁路还是

吃南瓜，打个饱嗝都是老南瓜的酸臭味。话传到了邓政委耳朵里，他拍

板，每人每天增加 1毛 8分钱。他说部队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嘛。从此，每

天能打一顿饱牙祭。大家笑豁了。

修筑成渝铁路，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著名电影剧作家孙谦来成

渝路体验生活，写电影剧本。纵队首长让他到我们团来。我们这里有崇山

峻岭。政委让我陪同他。在陡峭的山崖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挥舞铁锤打

炮眼，做鹞子翻身的惊险动作，孙谦老革命连连大呼精彩!

临走，孙谦向我透露，剧本拟名 《成渝铁路》，他还向我讲了某些生

动细节。后来他的剧本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写一位筑路工程师，爱妻

子也爱吹笛子，牺牲时，孤零零的一支竹笛在水井里漂浮。情节其实蛮感

人的。可惜在批判《武训》的风声鹤戾中，它也难于幸免，剧本夭折。大

家便无缘看到那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成渝铁路》了。

不拿枪的战斗

这里是不拿枪的战斗。

我们这支队伍担任重庆至永川间的路基工程。猫儿峡隧道早在解放前

开凿完成，涵洞则由川东行署负责完成。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按铺轨的

先后，准时交出踏基，铺轨先从大渡口铺往九龙坡，再到菜园坝，我们每

天扳着手指算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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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劳动所得，每日赈济两公斤大米，折合成人民币 2 角 8 分钱。

我因公外出，事务长发给我生活补助 1 毛 5 分钱。下到馆子，炒一小份蒜

薹肉丝 8分钱; 血旺豆腐汤 5 分钱，外搭 2 分钱的米饭。所以，他们这点

收入，仅够糊口。

我们的劳动热情极高。每当傍晚收工号一响，自发的 “支援前线”行

动便开始了! 挑着泥土，抬着石头，飞快奔跑，喊声震天: “多挑一挑土，

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 ”前后持续 1 刻钟左右。这道壮观的风景

线，在几百里的工地上绵延起伏，让百姓赞叹不已。

为赶工期，必须开夜班。没有电灯，何以照明? 在人力密集的平地，

摆几盏电石灯，坡上则用竹竿悬挂汽灯。电石灯往外嗤嗤喷吐火焰，气味

很不好闻; 汽灯烧煤油，要打气，灯罩是石棉丝织成的，很娇气，一磕

碰，就瞎了。得派专人维护。搬石运土的人，手持熊熊燃烧的纤藤秆，在

黑暗中穿梭，又是一道难得的风景。

当时的爆破技术非常原始。尤其是炸药，用芒硝和木炭混合制作，全

靠土法碾细拌和。危险性极高! 尽管领导再三叮嘱要把细。加工、运送炸

药，要远离火星; 装炮时，只能用特制的尖细的竹筒，往炮眼里轻轻倒

药……然而，悲剧还是时有发生。

一位来自重庆银行系统的中队长宋中桥，在一次加工炸药时，不幸烧

伤了脸颊。幸好发生地离重庆不远，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疤痕。他出院

时，朱政委要我送他回家休息几天，并向其家人表示歉意。我见到了他的

太太，人很漂亮，通情达理。老赵执意要随我回工地，他说快铺轨了，我

能安心待在家里吗? 他太太默默地送了我们很远，我很感动。记住了这个

倔强人的名字。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永川工地，被炸药烧伤的是个姓张的青年，学生模

样，长相英俊又肯吃苦，首批发展他入团。朱政委问他，将来路修通了最

想干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要上大学。朱政委得知他烧伤，亲自打电话给

队长: 组织最精壮的人力，轮换抬滑竿，火速送到永川。但最终因伤势过

重，在半路上牺牲了! 我们心里很难过，在工地为他开了追悼会。

我们天天盯着作战形势图看，猜想到我们迟早要上战场。军区首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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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抓紧办一件事: 从 1万失业工人和 7 万民工中，挑选出 1 万人来，组

建西南筑路委员会下属的工程总队，移交给管理部门。我们为此分头赴川

东、川南、川北、川西各行署所属各筑路指挥部，一一落实。此举就是大

家说的 “民工转正”。一时间，像参军那样热烈，选中了的，兴高彩烈;

没选上的，垂头丧气。日后他们成了铁路上的中坚力量。

钢轨是这样炼成的

一天，朱政委喊我去他那里，交给我个出乎意料的任务。军区政治部

约我写篇修筑成渝铁路的长篇通讯。在此须补上一笔，朱政委入伍前，在

山西老家是小学教员，文笔很好。在成渝工地上，给军报写稿。每每在稿

件上添上我的名字，我沾他的光，报社真以为是我写的了。他把盖有政治

部大印的介绍信交给我，要我抽时间外出采访。我笑着对他说，我这个

“南郭先生”要现丑相了，他说我手下没有“南郭先生”。

成渝铁路的钢轨，是怎样炼成的? 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

为解谜团，我去两路口重庆管理分局 ( 成都铁路局前身) 向老专家陈

琯请教，陈琯身穿米色风衣，戴副大墨镜，谦谦君子，和蔼可亲，全无官

场上令人厌恶的俗气。他要我去大渡口第 29兵工厂 ( 稍后改为 101厂，今

天的重钢) ，去找一位铁路上派到那里的检验员，一位上海姑娘。我按约

定时间去了，只见她头戴大檐帽，身穿蓝制服，有几分 “铁老大”的傲

慢。接过介绍信，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盖有军区政治部大关防的介

绍信，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才开口说，算你找对人

了!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津津乐道于她的检验工作，什么荷载强度，摩擦

力，韧性……名词术语信手拈来。我心里想，铁路上派她来，派对了! 路

上我看见坝子里荒草没胫，有的机器还躺在草丛中睡觉。百废待举的感叹

油然而生。

这里是用从水路上运来的鞍钢钢锭，轧成钢轨。没有钢花飞溅，金蛇

狂舞的壮观景色。它倒像个产房，期待一个新生婴儿的出世。机器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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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似乎正为新的生命欢呼。出模的钢轨，开始有些犹豫，欲行又止，几度

停留。我替它捏了把汗! 但是，它不肯退却，积蓄力量，做最后冲刺! 终

于如婴儿呱呱坠地，人们一阵欢呼。

上海姑娘告诉我说，在这之前，试轧的历程，艰辛而曲折。这台带动

轧钢的蒸汽机，是 100年前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花银子从英国买回来的，

搁置武汉。抗战期间，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把它从战火中抢运到这

里，它通身凝结了爱国者的心血。如今垂垂老矣，能返老还童，实属人世

间奇迹!

第一根钢轨的诞生，是民族精魂的见证! 后来上海姑娘告诉我，轧钢

纪录，日日刷新，最高时一天轧出 136根 38公斤准轨。

大渡口钢厂，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铺轨了! 先从大渡口铺到九龙坡港口码头，迎接从水上运来的第一台

火车头。部队把二营营长张济舟，调往铁路上当铺轨大队长。老张找朱政

委“说聊斋”，不想去。政委说你去最合适。当年你在淮海战场上，凭一

把军号，吹得敌人心惊胆战，成了战斗英雄。拿出当年的猛劲，肯定能把

铺轨队带成尖刀营。

我去老张的铺轨队采访，他让我开洋荤第一次坐轨道车，他不知从哪

弄来一把旧藤椅，让我坐在轨道车平板上，我说要得个球! 他一笑，你是

上级机关来的，理当照顾好你。我拉他一起坐在尚有余温的钢轨上，聊起

铺轨队的事情。老张说铺轨队真辛苦，和打仗差不多，工人很累，我能办

的就是下班了给他们整点烧酒喝。老张果然把铺轨队带得响当当的，远近

闻名。

当时发动沿线百姓捐献枕木，在朱杨溪铺轨时，我恰好碰见一位留着

胡子的乡绅，把自己上好的楠木寿材贡献出来。几根乌黑发亮的楠木绑上

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工地，煞是闹热。

几年前我编《通途》时，收到重庆工务段蓝光武副段长的散文，写到

当年乡亲们捐献的枕木，有几根还没有退役，这些珍贵木材做的枕木，比

沥青浸制的枕木都结实。当时我突发奇想，办一个成渝铁路历史陈列馆，

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存放在馆中，留给后人看，一定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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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铺设好了，可火车头又怎么弄到重庆来? 贺龙司令员请求军委派

登陆艇，从武汉运送到九龙坡码头。我沾张济舟大队长的光，把我送到九

龙坡港口，看火车头从码头底下爬着坡道，一步步绞上来。那天码头上人

山人海，难怪呵，没有出过川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火车头这个庞然怪

物!

搁浅了的 《蓝田传》

当年，我为了让所写的《今昔成渝路》多些历史体温，特地专程来到

成都，向成都工程处 ( 中铁二局前身雏形) 毛处长请教。毛大腹便便，有

书生气。正在挥毫写“龙泉驿隧道”几个大字，当时凡是完工的隧道，都

请书法家题写隧道名称，把它镌刻在隧道洞门之上。毛的字潇洒遒劲，有

大将风度。

他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建议去拜访两位老专家: 一位是谭其芳，另一

位是蓝田。蓝田今日在家，先去他那里。临别，毛处长悄悄叮嘱我: 蓝公

信佛，有两位夫人，你去他家，切切绕开这两个话题。

毛处长派他的秘书，领我去了一座不闻喧嚣的四合院，蓝公正坐在长

长的藤躺椅上，手捧锃亮的烟杆，咕噜咕噜抽水烟，见我们来到，忙起

身，让如夫人看茶，蓝公说这是云南的普洱茶，对我来说它太高不可攀

了。这时他六十有三，是铁路界德高望重的长者，却与我这个无名竖子谈

笑风生。我们的“破题”是从诗词入手，他把工正誊写在毛边纸本子上的

诗词楹联作品拿给我看。说了这样一件趣事: 谭其芳和他一同去工地勘

察，指着沿途地名给他出了上联: “清风 ( 峡) 明月 ( 峡) 朝天驿”，要

他对下联，他脱口而出: “荷叶 ( 坝) 兰花 ( 坝) 趴地沟。”这几乎是不

可改动半字的“绝对”，一时传为佳话。

蓝公系成都郫县人，或许因为家门口可眺看望丛祠的缘故，其父特别

喜欢吟诵李商隐《锦瑟》里的诗句: “望帝春心托杜鹃”，讲杜宇啼血的故

事给他听; “蓝田日暖玉生烟”，而灵感生焉，为他取名蓝田，希冀他日成

为良玉。当他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 即昔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日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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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交通大学前身) 的第二个年头，家乡成都爆发了震撼全国的 “四川保路

运动”，他身在北方，心驰故里。幸父兄皆有识之士，积极投身。此刻蓝

公向我讲述当年那场血雨腥风，犹如亲临其境。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运动? 蓝公怒不可遏。清政府强迫百姓对铁路费用

实行摊派，美其名曰“认购股票”。官绅显贵认购 50两银子为一 “大股”;

乡野农夫认购 5两银子为一“小股”，到了 1911 年，四川有数千万人持有

大小不等的铁路股票。突然间清政府变卦，一纸圣谕 “铁路收归国有”，

百姓的股票一夜间成为废纸，而且要把铁路产权卖给洋人。四川人尤其成

都人，壮怀激烈，为了保护路权，绅士商贾学生市民，纷纷请愿，掀起罢

市。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对请愿者开枪，牺牲者中有医生、裁缝、学徒、

刻字的、放马的……百姓雨夜里奔走呼号，哭声四起: 赵屠户杀人了!

成都血案，震怒全川。有的步行千里前来驰援，有的踊跃捐款抚恤死

者，出家的和尚也纷纷解囊，连妓女也不甘人后。一时间群情激愤，终于

杀了赵尔丰这个刽子手。蓝公得意地说四川的保路运动，为清廷敲响了丧

钟!

我对蓝公说，你将成渝线从金堂淮口沱江右岸入成都，改为从柏树坳

穿隧道入成都，缩短线路 23. 8 公里，节省材料和施工费用 150 亿元 ( 旧

币) ，乃惊人的创举，若在苏联可以获最高荣誉勋章。他摆摆手说，我是

凭良心办事。每当我从测量的大山里，回到久违的成都，都会去保路同志

牺牲的纪念碑下肃立片刻，反省哪些做得还不够。有生之年，我要替 40年

前保路中牺牲的同志，完成未了的夙愿。

我的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重庆出版社约我写 《蓝田传》。我

欣然允诺。又去了几次蓝公家中，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一次在叙府 ( 宜

宾) 至昆明测量，在盐津大山里遇上了棒老二 ( 土匪) ，要抢马背上的食

物和行李，蓝公厉声喝道，我们是来为你们修铁路的! 抢我们，你良心被

狗吃了! 闻言，土匪伏地叩头谢罪。

蓝公一生阅历丰富，历经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学养深厚，通

经史诗词，且为人幽默，爱说笑话，出语惊人。如若当年 《蓝田传》能付

梓出版，我笔下的文字，会是一代铁道工程精英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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