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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是一本介绍兰新铁路的书，是一本带有传奇色彩，融

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读物。通过自然生态、历

史故事、神话传说，读者可以看到兰新铁路戈壁小站站名的

来历，可以看到那些封尘于世的历史典故是如何同兰新铁路

的一个个小站联系起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西部铁路职工艰苦创业的历史足迹，以及当下这些铁

路小站的时代变迁。  

兰新铁路从兰州西渡黄河，穿过河西走廊，穿越新疆戈

壁绿洲，与古丝绸之路并行，直至西部国境口岸阿拉山口，

是国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铁路的经济贡献有目共睹，

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则更为久远，沿途人文古迹灿若星河，

丝绸之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瀚海戈壁，火车

驮来了一个个新兴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的名称，有的是丝

绸之路的驿站名，有的是地形地貌的代名词，都有一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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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的影子，今天看来它们都融合了地域文化和工业文

明，是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作者是一名第二代的“老兰新”，曾长期在兰新铁路工作

生活，具有丰富的工作积淀和生活底蕴，通过这本书希望可

以将时代精神传承给新一代“兰新人”。如果你是兰新铁路的

过客，也可以在欣赏大漠风光的同时参考这些故事。  

 

 

王 波       

2017 年 5 月      

 



编者的话 

我应该算是兰新铁路第二代职工。  

我 1971 年参加工作时，是一个初中生。我永远不会忘记

师傅们对我们这一代如何地爱护和羡慕，视我们为文化人，

经常让我们替他们写这写那，最多的是写信。师傅们大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铁路工作的，用扁担和大筐，

用肩膀和汗水，抬着兰新铁路在古丝绸之路上不断西延，他

们有军人、有农民，还有四处讨生活的人们，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怨无悔，

在戈壁小站，在风区铁路，干了一辈子。所以，见了我们读

过书的，十分敬重，在挥洒汗水的工作岗位上，在工余昏暗

的煤油灯下，他们十分乐意同我们交流，讲他们一路走来的

故事，讲他们一路的所见所闻。那是 1985 年，我身边的师傅

们，第一代兰新铁路职工陆续开始退休，我想记住他们，一

个念头冒了出来，为什么不能将他们把铁路在丝绸之路上不

断西延所见所闻分门别类记下来呢。于是就有了《兰新铁路

线上的传说》等文字。  

《传说》最初在《新疆铁道报》连载，其后有位领导说《传



说》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在《新疆铁道报》连载恐怕不好，

虽然编辑们据理力争，但是还是停了下来。这也难怪，在改

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越是民间的越

有生命力，后来，《人民铁道》报的编辑李晓华见到了《传说》，

给我打了长途电话约稿。我当时在一个戈壁小站，打一个长

途电话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受宠若惊，加快修改的进度，

以适应《人民铁道》报连载的要求，再后来《人民日报》文

摘版也发了我的《兰新铁路站名拾趣》，以后又有多家报刊选

用了《兰新铁路线上的传说》。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也完成了历史的接力，到了退休

的年龄。兰新铁路发生了巨大变化，通电通水，兰新复线开

通，提速，电气化，二线客专，应接不暇。许多小站像古丝

绸之路的驿站一样，完成了历史使命，撤销了，关闭了。好

多小站没了，第一代兰新铁路工人也陆续去世了，他们建设

起来的兰新铁路，就是他们的永恒纪念。没有想到的是，许

多人记得那些小站，记得《兰新铁路线上的传说》，时常提起。

由于发表在各个刊物上，许多人没有看过全部，劝我整理出

来。有人乐意看，也是一件好事，整理出来，就算是献给兰

新铁路的纪念吧。毕竟，兰新铁路留有我的人生轨迹。  
 

朱 坤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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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为什么叫金城 

兰州是兰新铁路东端的起点，连上东边的陇海铁路（连

云港—兰州）刚好横穿中国，是祖国的重要钢铁动脉。铁路

在兰州南北两山之间，和北面滚滚黄河并行而过。在很早以

前，兰州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人们称它为金城。关于金城的

来历，有多种说法。有掘地得金之说，传说当初人们“筑城

时掘地得金”，故有金城之说；有地势险要之说，金城自古为

战略要地，是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由于这里一面为

河，一面为山，地势险要，人们取固若金汤之意而称为“金

城”；还有兰州在京城长安的西面，从五行方位来说，西方属

金，所以命名金城。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另一种有关金月镜

的古老传说。  

很早以前，黄河水流淌在兰州城南边的山脚下。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在城北边的山脚下流呢？人们有许多说

法，我们就讲这个有关金月镜的传说吧。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北山脚下那面有一座火山，搞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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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面十分炎热，人们就想住到南山脚下来，好依山歇凉。

可惜南山脚下被黄河水占了。人们酷热难耐，又无可奈何，

就只好站在黄河北岸望着黄河南岸长叹。日子久了，终于感

动了山神。山神就把身边侍卫的一个仙童额前的金月镜取下

了半个，放在黄河南岸边的地下。那半个金月镜是天上的仙

物，岂能甘心被埋在地下，自然要向上浮起。于是黄河南岸

的土地也随着半个金月镜慢慢向上托，黄河水就向北岸滚。

滚呀滚的，年复一年，黄河水就滚到北山的脚下。人们兴高

采烈地搬到这块隆起的成半月形的南山脚下，从此再不受酷

热的煎熬了。但是北面那个火山山妖，并不甘心改掉祸害人

的恶习，一见人们不待见它了，就不断在黄河南岸放火，想

焚烧搬到南岸的百姓，让他们低头。可是南岸的百姓不仅有

河水挡着，还有半个金月镜向上浮起后形成的许多地下水、

泉水降温，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不管火山的山妖怎么折腾，

南岸的人们都安然无恙。心地龌龊的山妖见没有人搭理他，

一气之下一命呜呼了，火山也就熄灭了。在北山留下了至今

可见的红石崖壁。  

不知怎么，山神忘记了收回那半个金月镜。那半个金月

镜托着地，慢慢混成了一体，只是在地下蓄留下了很多的水。

慢慢地在这个半月形的地面上居住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座

城，人们就叫它“金城”了。还有人说，要是山神大气一些，

把那个仙童的金月镜全部放在黄河南岸的地下，现在兰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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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应该是圆月形的了。不管怎样，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登

上兰州城南面的兰山，就会看到兰州城繁华的半月形主城区了。 

兰州在铁路修通以前，虽然叫金城，经济却十分落后，

人们的生活也很苦，“上街一身土，夜晚灯不明”，就是当时

贫困的真实景象。  

如今，兰州成了西北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不光有兰新

铁路，还有陇海、兰青、包兰铁路在这里交汇，四通八达，

使兰州迅速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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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官营—— 丝绸之路的要塞 

兰州是兰新铁路的枢纽，有着许多功能各异的车站，西

去十几千米外的陈官营站便是其中一个。  

大概从西汉年间开始，人们就在这个地方修筑城池营堡，

用来守御经济命脉、交通要道。兰州以前有“七十二营”之

说，“七十二营”是很多的意思。打开兰州地图，我们能够看

到许多以“营”命名的地方，那些散落在市区各个地方的“营”

是兰州地名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说明这些地方很早以前

就有屯兵，屯兵之地是和经济命脉、交通要道、军事要塞等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兰州黄河以北修筑的明长城就是佐证。

早在西夏和北宋争夺此地时，两国的人们就各自修筑了不少

城堡。这些城堡在元代大部分已倾废，现在能保留下来的营

子绝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或集体活动

的住地，被人们称之为营，这些“营”保留了过去的军事信

息。营子的名称非常有意思，有些由当地风光而命名；有些

则是军屯转为民屯的见证；还有些是战争结束后命名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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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繁华热闹地段有费家营、柳家营、陈官营等；在市区边

上有清水营、太子营等；在皋兰山上有头营子、二营子、三

营子等；在榆中等地有夏官营、范家营、袁家营、高营、徐

家营等。这些“营子”修建的年代不同，背后的故事也各不

相同。  

陈官营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汉时的丝绸之路经过

这里，是一个大集市。明朝的时候，丝绸之路由于多年的战

乱，很少有商贾来往，此地早已成为一个陈姓人占多数的小

村落。明洪武年间的一个夜晚，一队被土匪追杀的骆驼客们，

急急忙忙误打误撞地来到了此处，他们已是筋疲力尽，慌忙

向村中人求救。村中的族长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想起明

将陈超随从肃王朱木英（朱元璋第十四子）来兰在兰州城安

营扎寨，便一边派人去兰州城向陈超求教，一边传唤村里所

有的人在村中点燃火把，壮年男子列队布阵，打起旗帜，冒

充陈超的队伍，虚张声势。土匪们不明真相，心存疑问，在

黑夜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土匪头子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不敢贸然进攻。但是土匪们又舍不得眼看就要到嘴的肥肉，

想等到天亮看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好在天亮时刻，陈超的队伍及时赶到。土匪们明白上了

村里老百姓的当，但为时已晚，大部分土匪被歼灭，土匪头

子只好带着几个残兵败将，悻悻离去。  

后来老百姓担心土匪再来骚扰，请求陈超屯兵于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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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见此处地势重要，可以和兰州城为相互依托之势，便在此

建立了营地。后人便以姓为名，把这座营盘称为“陈管营”。

“管”营就是当时的指挥部，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团部或是师

部，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区、一个县。现在人们叫这里陈

官营，是把“陈管营”叫转了音。  

那些骆驼客们一见这里安全太平，又离兰州城不远，老

百姓对他们又好，就在“陈管营”门前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

上设立了商行，做起了买卖。由于买卖公平，名声越传越远，

一来二去，吸引了许多商人前来设店，形成了一条商业街。

老百姓期望和平繁荣，约定俗成，在这条街上立庙焚香祈祷，

日子久了，大家俗称这里为庙沟街。庙沟街成了这一带的繁

华地区，各行各业的铺面越来越多，生意非常好。一有庙会，

人们便蜂拥而至，就像现在兰州市内的张掖路一样，非常热闹。 

陈官营这个古老地名承载的这段历史的记忆，不管是真

是假，大家都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因为它是来自古代的声音。

兰新铁路通了，给陈官营带来了真正的繁荣。如今它早已和

兰州城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市区的一部分。你如果在火车上

观赏兰州的城市景色，那就请留意看看陈官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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