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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铁路建设者来说，人生似乎
冥冥中注定就是漂泊的岁月。

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儿时的我
就跟随筑路大军东奔西走，体验着人
生中的各色旅途。当自己接过父亲手
中的火炬，与身边这群可爱的工友们
一起筑梦，在挥不尽的汗水中经历着
中国铁路建设征程中一个又一个奇迹
的时候，这段旅途给了我一生的怀
想。所以，我将心中最美好的词都奉
献给了铁路，给了朝夕相处的工友。
我的一首首诗歌，写铁路上的事、写工
地上的风景，这是一种深厚的情感，更
似一壶好酒，一杯浓茶，弥久醇香。

铁路对我来说，是一种少年时代
的情结，更是如今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经常在铁路建设工地上，看蓝天白
云，看江河湖泊，看风雨云月，看桥墩
在一米米升高，看隧道不断向前延伸，
切实感受着铁路特别是高铁，给当地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交通给
人们带来的种种欣喜的情感。我将所
见所闻都化为一首首诗文，展现在世
人眼前。

生活的秘密，蕴含在每个人来到
人世中的情感体验，如旋律一般穿过

每一行诗，使得看似普通平凡的画面，
成为富有色彩的情感回声，这本身就
拥有一种爱恋和做人态度。可能，作
品还比较稚嫩、浅显直白，但却是抒发
记录着铁路人用行动托举梦想过程中
的喜怒哀乐和点滴历程，沉淀着建设
者勤劳、勇敢、奉献的结晶。或许，这
一篇篇拙作，未必都能充满诗情画意
或打动人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希望
能够使之充盈着人性之美和自然的和
谐、内心的倾诉和生命的乐章，希望可
以拨动着生命的心弦，体味着一群特
殊的群体，在生命的跋涉穿行中获得
的愉快与舒畅。

著名作家冰心先生曾说过：“明艳
的花朵曾洒过奋斗的泪泉，事业的成
功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心灵深处蕴
藏着的对铁路建设工地生活的热爱，
对企业的热爱，对生活状态的热爱，就
如火山喷发迸溅出来的灿烂。就如我
在诗歌《地火》中 写到：地火是被执著
与奉献叫醒的诗歌/原有的野性因篝
火顿时有了血性/机械、汽车、钻机、安
全帽/是过去的荒野与现实的交响/汇
奏出铁与火的旋律/黝黑的胸膛/充满
力量的脊梁/是这个天底下最有魅力

的雕像/不管是在地下还是在地面/总
是那样的沉重和执着/隧道深处这双
双明亮的眼睛/展示人性里最伟大的
震撼……

我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铁味”。
这一幅幅能够闻到的“铁味”作品，与
隧道、桥梁、路基、火热的劳动分不开
的。“假如/我是一根轨枕/我就知道/
冥冥之中的定格/是人生里的注定∕
我明白你伤感的理由/却无法永远相
知相守/但我却将恋你的心/藏进了那
风雨之中……”在大地的腹面/长长的
轨道/飘扬着/和谐的春之曲/牵引着
回家的路。这是在一声一声诉说铁路
人对远方亲人朋友或爱人的思念。通
过扑面而来的浓厚铁路建设工地的生
活气息，瞬间捕捉到灵感的释放，用炽
热的心去体现其中的光明和温暖。《走
进火神山》《筑路人的浪漫》《森林里的
五朵金花》《海外矿山人之歌》等作品
如同一面面战鼓，敲响拼搏奋斗的最
强音。这让我联想到飞驰的列车，从
长长的隧道里飞驰而过，车窗外闪现
铭刻着建设者开拓进取、不畏风险、一
往无前的精神，那是融合了铁路人心
血和泪水的生命展示，如电影般的一

道道靓丽风景在眼前流逝。
我一直认为，我的双眼就像是一

部相机，随时记录着建设工地流转的
风景和传奇，一线工地建设者绽放的
灿烂笑脸，是我创作的灵感路径和力
量源泉，是自己表达的一种忧郁、一种
伤感、一种思索，一种对生命、对生活
的感悟和希望，更表达出在精神世界
里自己的抒发和冥问。更是一个在自
己的空间里，倾听那身边的喜和乐、苦
和痛、伤与悲，明悟其内心的挣扎与纠
结，更映射出我对人生的一种希望和
憧憬。

我一直希望通过文字，来探寻我
熟悉的铁路人的内心世界，从他们走
过来的点点滴滴，幅幅画面，在那一缕
缕憧憬，那深切的眷恋中，保持一颗游
于万物时刻醒着的心。在心情低沉
时，获得一种力量和温暖；在生命灰暗
的空间里，给予时时的光明和希望。
所以，在我看来，一首诗必须在短小处
见真情，用真情感动心，给人以鼓舞和
激励，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无限遐想；
一首诗必须是释放每一个人的天性，
阐述着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活法和挣
扎中，所获得的全新活力、渴望和热情。

因此，用真情感动心，给人以鼓舞
和激励，给人以美感、感动乃至震撼，
唤醒人们内心对人类苦难与疼痛的关
切、对生命自由与尊严的抗争。也许，
这才是诗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最终的
结局和升华。

□□ 铁朦胧铁朦胧

在漂泊的岁月里写诗在漂泊的岁月里写诗在漂泊的岁月里写诗

舌尖上的中铁海外人舌尖上的中铁海外人
□ 苍 靖 张培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遍及全球，
中国美食、家乡味道也走向世界。尤
其在传统佳节临近的日子，境外项目
厨房都会准备丰盛的中外美食，让身
处异国他乡的员工感受到家乡味道
和异域风味。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职
工大都有海外工作的经历，短则一两
年，长则十几年。在异国他乡打拼，中
铁六局海外人以祖国为荣，以身为中
国人而自豪，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底蕴为荣。回想这么多年在国外的打
拼，大厨宋志锋说：“中国美食飘香海
外，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哺育了我们
这些在外打拼的中铁六局海外人。”

我时常想起在越南河内轻轨项目
拼搏奋斗的日日夜夜，内心常涌起波
澜。为了让中外职工们吃好喝好，轻轨
项目食堂的中越厨师们定期开展厨艺
大比拼，大厨们各显身手赛技能，展开
一场场舌尖上的较量。他们各自亮出
拿手绝活，煎、炸、炖、蒸、煮等烹饪技法
纷呈，一道道色、香、味、形俱全的精美
菜肴让大家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

大 厨 陈 向 荣 18 岁 开 始 学 习 面
点，拥有 35 年制作面点的丰富经验，

在食堂工作了大半辈子，他制作的老
北京传统油酥烧饼深受中外职工的
喜爱。在越南轻轨项目部工作期间，
他经常为中越职工制作传统中国面
点。吃习惯法棍的越南籍职工面对
中国面点，不仅吃得香，有时候还要
拿回去让家人尝尝这特有的中国味
道，大家纷纷说：“Ngon（真好吃）。”
他制作的油酥烧饼面皮酥脆，芝麻浓
香。掰开刚出炉的酥脆烧饼夹上热
乎乎的煎鸡蛋、咸菜、酱豆腐或者特
制的辣椒圈，再来上一碗小米粥，成
了全体海外职工最幸福的一顿早餐。

大厨宋志锋在越南工作多年，教
学相长，他不仅在河内带了越南籍徒
弟教他中国菜，还学会了烹饪越南
菜。回到机关食堂后，他把自己的手
艺中越结合，融会贯通，在每周二的
早餐食谱上添上了越南河粉。浓厚
鲜甜的清汤配上软弹的米粉，上面撒

上新鲜的豆芽、薄荷、紫苏叶、生菜
或 者一些时令蔬菜，最后再盖上鸡
丝、烤五花、牛肉，一碗热气腾腾的越
南风味米粉就大功告成了。大家会
根据自己的口味再挤上柠檬、撒上
蒜片、滴几滴辣椒油，每个人吃得大汗
淋漓，直呼痛快。往年有越南籍职工
来京培训，在食堂吃过这碗越南米粉
之后，纷纷表示这是越南家乡的味道。

大厨吴晓峰年轻能干，厨艺出众，
他是海外分公司机关食堂的主力掌勺，
为了让全体职工吃好、吃饱，他变着花
样学习、开发新菜，受到了广大职工的
一致好评。去年，他制作的重庆辣子鸡
还获得了中铁六局美食比赛第一名。
他的拿手好菜羊排烧宽粉选用新鲜小
羊肋排，先煮后烩，撒上秘制酱料，汤汁
浓稠时放入宽粉，这样宽粉既保持了劲
道的弹性，又极其入味，可谓是一道下
饭好菜。每次食堂菜品轮到有羊排烧

宽粉的时候，也是人排队最多的时候，
不来早一点，可不敢保证能吃到啊。

越南河内轻轨项目陈氏嫩，大
家都叫她阿嫩，是大厨宋志锋带出来
的越南籍女大厨。在轻轨项目食堂

工作十年来，她学会了烙大饼、蒸馒头、
包饺子，烹饪中国菜也是一把好手。她
制作越南美食更是正宗，中越美食丰富
了项目职工餐桌，中国风味豆浆、油条，
越南风味早餐面包；中国风味麻辣烫、
炸酱面，正宗越南螺蛳粉、海鲜粉；中国
风味粽子、越南木鳖果糯米饭……令大
家食指大动味蕾全开。

在制作美食的过程中大厨们倾
注了满满的认真和感恩，食者感受
美味从中吃出文化和乡情，这是超
越了美食本身的中华品质。从 1996
年建设首都北京西客站的工地美食
到数千公里之外越南河内轻轨项目
部的“家乡味道”，海外大厨们的美
食 陪 伴 着 中 国 建 设 者 ，与“ 中 国 标
准、中国技术、中国工匠”一起走出
国门，在慰藉去国怀乡的自家人的
同时，也让异域的朋友们品尝到了
真正的“中国味道”。

龙 啸 黄喜三 绘

红旗浩荡舞长空，

百年求索气恢宏。

韶颜热血齐心处，

戴月披星上下同。

力破荆榛开骏业，

身膺使命秉丹衷。

九州抟翼新程启，

明朝依旧铸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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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终于合卷，历时三个多月读完了这套跌宕起伏
的《大秦帝国》，心绪难平。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有
如此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望，虽然早已知道历史上每
个事件每个人物的命运结局，却依然醉心于追书。
不管是森严的朝廷庙堂，还是壮阔的血腥战场，抑或
是田野村头、林间小居、山川丘陵，作者笔端之细腻、
手法之巧妙、文采之飞扬、情怀之博大于焉可见。

“凡有血性，皆有争心”，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
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大争之世，列国伐谋、列国伐
交、列国伐兵，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大转
型。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转型，各自为政的封建政
体向大一统集权体制转型，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
程正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有幸在文字的
魅力下感受二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勃勃力量，感受战
场嘶鸣的浩荡凄厉，感受大争之世的惨烈剧变，感受
百家名士的才具胸襟，无数次涌起震撼、惊叹、感动、
崇敬、崇拜。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腥战场、奢靡宫廷；秦
并天下、沧桑裂变。每一段文字都让人血脉喷张，孝
公商鞅为变法生死相扶矢志不渝，墨子鬼谷子神奇
学术纵横天下，兵法道儒四家唇枪舌战奇人辈出，白
雪玄奇女儿柔情男子胸襟，从变法图强到作法自缚，
从蛮夷巴秦到傲视群雄，从一统天下到两代倾覆，古
代名士的才具卓绝风骨凛然，王侯将相的文韬武略
纵横捭阖，不易不移的绝恋爱情亘古永存，抚掌击节
有之，心潮澎湃有之，扼腕叹息有之。由于经常在晚
上阅读，故又每每大梦有之，梦回大秦，铁血文明，铁
器的冰冷与心中流淌的热血交融，每日清晨醒来总
是不能自已。

大秦的裂变、纵横、崛起，大良造商鞅的《强秦九论》，战国四公子的明智
忠信，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孙膑战法的出其不意，丞相李斯的《谏逐客书》，
太多太多，感觉大脑被强行填满却仍旧乐此不疲。随作者感受历史是非，越
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术治
亡韩，乱政亡赵，迂政亡燕，失才亡魏，分治亡楚，偏安亡齐，唯有深读历史，才
会有如此通透的是非观，浅尝辄止只能是泛泛而论。在读整部书的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觉自己历史知识之浅薄，由此局限了视野与胸怀，唯读此书，方觉
包罗万象，总有新的感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大争之世，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
实。彻底地变法、彻底地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
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
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
英主迭起。求贤令、招贤馆、论战台、讲学堂，铁血文明的古代就已经知道大争
之世人才的重要，魏惠王弥留之际告诫太子勿要学他不识人才，要尊才重才，栽
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英主如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秦始皇，人才如商鞅、
车英、张仪、苏秦、犀首、樗里疾、司马错、白起、范雎、王翦、王贲、李斯、蒙毅、蒙
恬、郑国等等，秦国能大出于天下，离不开英主，更离不开不世出之才。

向笔耕十六年的作者致敬，向霸气巍峨的大秦帝国致敬！此刻，如释
重负，眺望窗外，夜穹之下星光依旧，城市街道繁华如昔，历史长河中的沧
海一粟，宇宙星际中的尘埃一粒，骄傲、激情、热泪，铁血文明，烁古震今，
熠熠生辉。

前段时间回老家，专门去了趟老
屋。院子里的草已经齐腰，站在老屋
前的石台上，呼吸着几代人呼吸过的
空气，有些恍惚。湛蓝的天，阳光很
暖，可是往日全家老少团聚欢乐、包
饺子、烧火绳的欢声笑语再也寻不到
了，斑驳陆离的树影、发黄褪色的门
窗、长满荒草的老屋前后……

老屋坐落在淄博博山的一个小
村庄，村子里的人都姓岳，抗日战争
时期先辈们逃荒至此，慢慢地就形成
了在半山腰的村落。村子里的每一
条小路两旁零星的有几户人家，年轻
人大都进城打工，老人故去后很多房
屋也就没有人居住了。

听姥姥讲，我们家祖上也属于大
户人家，姥姥自小家境殷实，没裹脚，
曾经念过女校，老太太做了一手好的
手工活，在村里远近闻名。我对老屋
开始有记忆是在六岁以后，那时的印
象是灰砖厚瓦上长满了青苔，院门口
的栅栏嘎吱嘎吱地响。从小跟姐姐、
弟弟经常围着院子玩捉迷藏，每次下
大雨从山上下来的水量很大，我和弟
弟胆子大，总是冲进水里耍帅，捡到各
种形状的石头，像得了一个个金蛋似
的去跟村里小朋友炫耀。还有屋檐下
的马蜂窝、地里挖出的蚯蚓、墙角下的
知了猴儿、树上的毛毛虫……在童年，
老屋是我和姐姐、弟弟的整个世界。

老屋门前的院子很长，东面是厨
房，西面是个小菜园，中间有一个圆
圆的花圃，正门左右两侧长着石榴树
和苹果树，每年秋季苹果红彤彤的挂
在树上，姥姥总是摘了洗干净分给我
们。挨着院门口有棵高大粗壮的榕
树，像一把撑开的大伞，炎热的仲夏
一家人都坐在树下乘凉，地上摆上西
瓜、摘两个黄瓜，姥姥摇着大蒲扇，有
时给我们讲讲山里的故事传说，有时
拿着艾绳，驱赶蚊虫……在我记忆
里，那淡淡的艾草香、袅袅的烟火气
就是老屋的味道。

记得姥姥去世前，我曾经问过大
舅为什么要将丧事放在老屋里办。
他说姥姥生病期间最惦记的，就是院
子里的花花草草和屋子里孩子们的
奖状，以及一本本承载记忆的相册，
老屋是姥姥所珍视事物的载体。后
来姥爷也在老屋里安详的离去。

终于清理完院中的杂草，打扫干
净满屋的灰尘。一天忙碌过后，看着
眼前的老屋，我想起庄子所说的：“故
都故国，望之怆然。”久居他乡的我，
今天来看望这位“故人”，看望这个抚
育了我的，最不能忘却的存在。

黄昏的夕照柔和地洒向大地，远
处几缕炊烟袅袅升起，秋空澄澈，我
将与故去的美好时光一起，在老屋小
院中静待满天的繁星。

□□ 孙 菟

老 屋

三个多月前，我提着载满梦想的行
李，登上了前往东北的列车，向着位于
本溪的本桓宽高速公路项目部进发。
北京至本溪的车程虽长，旅途漫漫，同
行的新入职的同事渐渐打起了盹，我却
没有睡着，倚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
驰而过的风景，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
待——前方是怎样一片风光呢？

初秋的辽东大地，千里沃野，气爽
风轻。路途中的我，因眼前的秋日风
景感到心情愉悦。但到项目部的路却
并不顺利，数次转车，从车水马龙到人
烟稀疏，我们终于到了位于山间的项
目部。而此时，项目部正处在忙碌的
前期筹备阶段，各部室到了晚上依然
灯火通明。忙，是我对工作的第一感受。

马不停蹄，懵懂的我们刚把行李放
在寄宿的旅馆，便被分配了任务。全部
新员工无一例外都先在工程部历练，进
行着入职初体验。在工程部办公室，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册又一册厚重的施
工图纸，望着这些“巨无霸”，我挺好奇。

“各位新入职的同学，大家未来一
段时间的工作就是计算工作量，工作
繁重，大家要尽快进入工作状态，积极
主动多学多问，抓紧实现高产出。”师
傅孟兆洋这样跟大家说。

我的任务是两座特大桥的工程量
计算。“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翻开第一页的
图纸，我就傻了眼，无数个问号闪现眼
前：图纸中复杂的布置图与各种各样
的术语都是什么跟什么啊？！作为一
名中文系学子，诗词歌赋我熟，但工程
建设却是从未接触过。突然之间，自
己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对着图纸越
看越不知所措，看着周围土木系的同
事都已经渐入佳境，讨论着关于图纸
上工程量的各种问题，但自己一筹莫
展，心理逐渐焦虑起来。

晚上卧床时，我把被子蒙过头，窝
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心中却焦急得不
行：“整整一天，还没有看明白图纸第一
页到底“画”了什么，更别提计算工程量

了，而其他人都已经翻过好几页去了。
哎，前方的路啊，我该怎么走？”突然想
起孟哥之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别着
急，只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前面会豁
然开朗的。”那，真的是这样吗？

干着急没有办法，第二天爬起来
床，我告诉我自己，要抓住一切机会主
动学习，“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
我不信我不行！匆匆吃过早饭，坐到办
公桌前，再次翻开昨天的第一页图纸，
我就开始查阅网上资料。还是没明白，
我放下害羞的情绪，主动跟同事交流，
向前辈请教。慢慢懂得一点点，经过一
上午，终于明白了图纸在“说”什么。当
天晚上当我伴着月光走出办公大楼的
门口的时候，看着眼前的水泥路面，长
舒一口气，终于把第一页翻过去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保持着
这种状态，虽然时常会遇到算量任务
上的难题，甚至有的问题对我这个纯
文科生来说，怎么也搞不明白。但那
一天的决心和成功的体验，让我逐渐
安下心来。即使工作到深夜也一定要
把自己规定的工程量算完，把难题解
决掉。那段日子里，睡前的手机播放
的也不再是娱乐视频，而是一遍一遍
的熟悉着算量教程，有时，就连在梦中
遇到有关算量的问题，醒来后也要打

开手机仔细查阅一番。就这样，在每
天充实的工作学习中，我作为团队中
的一只“笨鸟”，通过先飞，找到了自己
的路。桩基、承台、系梁、墩身、盖梁、T
梁……我逐渐熟悉了桥梁的各种结
构，也奇迹般地完成了两座大桥的算
量任务，真的让我不敢想象。回顾近
一个月的工作，翻看着两大厚册施工
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我知道，我已
在不断克服畏难情绪与突破舒适圈的
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给扎根边疆基层
的毕业生回信。来到项目部以后，我
经常在工作中体验到这种精神：在烈
日下，测量员不畏高温，始终注视着测
量架孔位；在深夜中，技术员冒着寒
风，专心指挥着混凝土浇筑；在阴霾
里，安全员顶着风雨，仔细检查着施工
安全质量……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都
在奋力工作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工程建设者闯出一条康庄大道。

现在的本溪逐渐变冷，但景色依
旧美丽。远方的山岚笼着群峰，蔚蓝
的天空中云儿乘着微风时卷时舒。特
别是当天边的最后一缕温暖洒向大
地，我目送着夕阳隐入群山，又期待着
它再次升起，继续照亮远方的道路。

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路 在 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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