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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溢春

　　在长安街与复兴路的交汇之处，一座建筑
“二七剧场”，一条道路“二七剧场路”，横贯东西
衔接南北在这里交汇。
　　京郊西南，永定河畔，卢沟桥边，刚刚开通
运营半年多的亚洲第一大站——— 北京丰台站
里人头攒动，京广高铁上奔驰的复兴号列车来
往穿梭，京广铁路线上生生不息的汽笛依旧
铿锵。
　　京广铁路曾经的出京第一站——— 长辛店站
和“二七”纪念馆，一左一右坐落在京广铁路线
路的两侧。100 年前旅客出行的喧嚣和热闹，
工厂内震耳欲聋的钢铁撞击，被站前广场上休
闲的老翁与嬉戏打闹的孩童所替代。
　　一百年前，1923 年 2 月 7 日，在这个春寒
料峭的时节，这里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二七大
罢工”。“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
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
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
在长辛店工厂内的慷慨激昂，唤醒劳工千
千万。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起点，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最高峰。
毛泽东曾说，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
工厂开始的。
　　从此，这颗“北方的红星”，就不断照耀我们
前行。

历史前缘

　　京广铁路的前身是卢汉铁路与粤汉铁路。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卢汉铁路（北京卢
沟桥至湖北汉口）动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卢沟桥至保定段修通。时隔七载，1906
年，保定至汉口段修通，至此全长 1214 公里的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汉铁路融入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
　　 1901 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逃的慈

禧太后及皇室成员，从西安返京途中，第一次
乘坐京汉铁路火车专列。也许是感受到火车
带来的便利，慈禧萌生了修建新易铁路（高碑
店至易县）的念头，这样到清西陵祭祖可乘搭
火车。刚刚在津山铁路（天津至山海关）建设
中崭露头角的詹天佑，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总工
程师。
　　铁路修建正值北方隆冬，再加上时间紧
迫，考虑到铁路的特殊用途，初出茅庐的詹天
佑，用关内外铁路局借来的旧轨及枕木，采取
减少枕木间距离、路基建成即铺轨等施工方
法，在大大节约成本的基础上，6 个月的工期
缩短至 4 个月，完成了自己修建中国铁路的处
女作。
　　 1903 年 4 月 5 日，慈禧及光绪乘坐专列，
从北京永定门上车，经京汉铁路、新易铁路到梁

各庄，全程 120 公里，耗时仅两个多小时。
慈禧对这次乘坐火车的祭祖之旅很满意，在
奖赏相关人员的同时，将车上一切摆设赏赐
给詹天佑。至此，一直被清政府视为洪水猛
兽的铁路，开始被统治者接纳，詹天佑也由此
声名鹊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
铁路，不是京张铁路，而是新易铁路。詹天佑
在修建新易铁路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为他随
后成功修建京张铁路，奠定了基础。

红色基因

　　由京汉铁路延伸出来的奇迹，始终在前
行的车轮中激荡。长辛店位于京汉铁路北京
与保定之间，在铁路修建的同时，建设了机车

制造厂（即“二七”机车厂的前身），独特的地
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产业工人
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并逐渐演变成中国北方
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
　　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先后来到长
辛店传播革命火种，中国近代第一个工人俱
乐部——— 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由此产生，
并迅速遍布中华大地。1918 年 11 月，毛泽
东第一次来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情况。
1923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起长辛店，
南至汉口，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
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
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工人
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
标志，从此，包括京汉铁路在内的中国铁路，
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京汉铁路开通 43 年之后，又一个初春，
1949 年 3 月，硝烟还未散尽，一群穿着粗布
衣衫的人们，怀揣着“进京赶考”的谦虚，从京
汉铁路涿县站登上火车，驶过长辛店，暂停丰
台站，取道京张线，落脚清华园。随后，中国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至此，京广和京张两条铁路线与生俱来
的奇缘，在“赶考之路”上的无缝衔接，为共和
国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 年 7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成
为百年大党，新中国即将迎来 73 周年华诞
之际，县级市涿州始发终到首都北京的
G6702 次高铁列车鸣笛始发，沿着“进京赶
考”路，成为众多上班族每日来往两地的交
通工具。

不断超越

　　在长辛店孕育诞生，受“二七”精神洗礼，
一代又一代中国铁路人接续奔跑。
　　 2012 年 12 月 26 日，我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纵向主通道之一，全长 2298 公
里、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高铁

开通运营。京广铁路与京广高铁，在京汉铁
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90 周年到来之际，以
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方式，高普结合，同框
联袂。
　　 2021 年 6 月 25 日，拉林铁路开通运
营，复兴号动车组在雪域高原跑出最美新“天
路”。
　　 2022 年 1 月 6 日，为北京冬奥会量身
定制，全球首创时速 350 公里并搭建 5G 超
高清演播室的“瑞雪迎春”号动车组鸣笛
首发。
　　 2022 年 6 月 20 日，经过 4 年的改扩
建，亚洲最大铁路客运枢纽——— 北京丰台站
正式开通运营。同日，具有中国完全知识产
权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京广高铁北京至
武汉段实现常态化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
　　 100 年太短，如白驹过隙。从铁路之父
詹天佑崭露头角的处女作——— 新易铁路，到
世界最长高铁线路——— 京广高铁；从长辛店
小站出发，到亚洲最大铁路交通枢纽——— 北
京丰台站开站。从长辛店工人运动摇篮里
注入的红色基因，到勇当服务和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火车头”；从中共中央乘坐火车

“进京赶考”，到全国县级市涿州至北京首都
始发终到的复兴号高铁通勤列车……如今，
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从京津冀协同
发展到“一带一路”联通世界，截至目前，我
国铁路营运总里程已突破 15 万公里，其中
高铁运营里程已达 4 万多公里，稳居世界第
一；全国铁路网基本覆盖常住人口 20 万以
上城市，高速铁路网覆盖 80% 以上的大中
都市。
　　日行万里，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
地上。从京广铁路到京广高铁，从京津城际
到京雄城际、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从京哈
高铁到拉林铁路……大漠戈壁、东海之滨、雪
域高原、白山黑水，一张日益延伸的高铁网
络，正在改变和重构着共和国的地理版图，在
国人日常通行中不可缺少。

“二七”百年，激励中国铁路人接续奔跑

本报记者孙晓辉

　　《尚书·禹贡》载“大野即潴，东原厎平”，是
为东平得名之始。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东平
县，黄河、大运河、大汶河三河交汇，大汶口文
化、名人文化、渔家文化、民俗文化等相互交融，
还有《水浒传》故事主要发生地东平湖，被誉为

“三山三水四分田”的鱼米之乡、美食之乡。
　　最早呈现“孔子见老子”的汉墓壁画、汉隶
书法精品《张迁碑》、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佛山石窟造像……千
百年来灿烂的文明，给东平留下了丰硕的珍贵
文化遗产。
　　在东平，吴澄航、吴绪刚、吴振东三代文保
人薪火相传，以笃志敬业的热忱，匠心传承的担
当，矢志不渝地守护着宝贵的文化遗产。

脱下棉大衣护住张迁碑

　　东平县沙河站镇前河涯村吴氏一族，是当
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香世家。吴澄
航出生于 1918 年，自幼酷爱书法，是远近闻名
的书法家。
　　 1958 年，吴澄航担任东平县文化馆馆长。
当时，文物工作归属于文化馆负责，他先后参加
了泰安地区文物普查、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等
大量基础性工作。同时，对馆藏古代珍贵书画
深入研究考证，临摹《曹全碑》《礼器碑》《孔庙
碑》《华山碑》《张迁碑》等碑帖。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
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
家所推崇。对书法研究颇深的吴澄航，一生“学
张迁，写张迁”，对张迁碑更是充满真挚的感情。
20世纪60年代，为保护好这件文物，吴澄航组
织几个老文化工作者，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张迁
碑从文庙转运至县委礼堂，并连夜搭建了一个
草棚隐藏起来，秘不示人。
　　 1965 年的一天晚上，东平县相关负责人
悄悄来到吴澄航家，严肃地说：“澄航同志，我
已经征求了上级意见，打算将《张迁碑》转运至
泰安岱庙内保管。”闻此消息，吴澄航很是难
过，他太爱《张迁碑》了，这是出土于东平的国
宝，是东平自东汉代以来文化传承的重要
物证。
　　数天后，县委正式下达通知，决定将《张
迁碑》转移至泰安岱庙保护。转运那天，在即
将起吊的那一刻，阴冷凛冽的寒风中，吴澄航
脱下棉大衣，铺在车厢内，并从家里拿来棉
被，仔细地塞在石碑四周，生怕在运输中造成
一点磕碰损坏。注视着搭载张迁碑的车子渐
行渐远，吴澄航像送别远行的亲人一样，恋恋
不舍。
　　多年后，当吴澄航对儿子吴绪刚聊起这段
往事，遗憾中带着几许欣慰。遗憾的是，《张迁

碑》从此离开了东平；欣慰的是，《张迁碑》有幸
在动荡的年代中得以完整保存，为国人留下了
一件文化瑰宝。
　　 1978 年 6 月，在父亲吴澄航的言传身教
下，吴绪刚踏进了文物保护的大门。
　　“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工作后，吴绪
刚骑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揣着“本、杯、笔”，跑
了两年多，行程两万多华里，踏遍了东平的沟沟
坎坎，将原来 47 处文物点发掘到 300 多处，一
大批墓葬、遗址、石窟、庙宇等在普查中得到
保护。
　　在文物普查中，吴绪刚如饥似渴地学习文
物知识，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延续至
退休。翻看这些日记，泛黄的纸张，斑驳的字
迹，记录着东平县从 1978 年至 2011 年间文物
普查、征集、修复、管理等内容，如同一部鲜活的

“东平县文物保护史”。

挖掘机下抢救出国家一级文物

　　在东平县博物馆的石刻陈列室，陈列着一
件汉代铭文石柱画像石。石柱一面上部刻有

“居摄二年”纪年铭文，下部印刻一站立人物。
该石柱于 1997 年 7 月出土于东平县东平街道
办事处金牛农场，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一件让吴绪刚感到骄傲与欣慰的国宝
级文物。
　　汉代的东平被称为东平国，是汉朝的诸

侯王封国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关于
东平汉代历史的描述多见于历史典籍当
中，见证这段历史的文物出土还相对较少。
对汉代文物的普查、搜索与挖掘，成为那个
年 代 吴 绪 刚 所 在 文 保 单 位 的 工 作 重 心
之一。
　　 1997 年 7 月，东平县建设金牛农场时，
施工队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吴绪刚听说

“石头上有画”，立即赶赴现场，经鉴定这是一
处汉代墓葬。正当吴绪刚站在墓边指挥抢救
保护时，不远处一台挖掘机正在破碎条石。
吴绪刚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专业的直觉告诉
他，这是文物！吴绪刚跑至挖掘机旁，挥动双
臂让挖掘机停止作业。挖掘机师傅不解地吼
了一声：“你干什么？”随后还想继续施工。吴
绪刚赶紧掏出一盒香烟，上车塞到挖掘机师
傅手中，让挖掘机停止作业，并与同事从挖掘
机铲斗下拖出了条石。
　　吴绪刚擦了擦条石上的黏土，模糊的铭
文、画像若隐若现。他心里有底了，对施工
方宣讲文物政策，组织车辆将条石运回仓
库，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后经专家组鉴
定，该条石为汉代“居摄二年”纪年铭文画
像石。
　　“一盒香烟抢救出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吴绪刚保护文物的故事一时间在文物界传为
美谈。
　　“东平在汉代的历史非常辉煌，不能让历

史只出现在书本上，没有文物佐证，就是历史
的缺憾。”吴绪刚说。
　　如今，这件西汉末年的画像石柱被安放
在东平博物馆内，无言地诉说着中国墓碑的
历史变迁。据了解，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纪
年画像石之一。
　　近年来，为挖掘东平文化，吴绪刚从未间
断对文化遗迹的研究，先后在《文物》《考古》
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 40 余篇，对水浒文化、
运河文化、民俗文化、石刻艺术等形成了深邃
独到的见解。四十多年来，吴绪刚新发现文
物点 332 处，抢救、征集流散文物近千件，其
中多件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
2008 年，吴绪刚被国家文物局核批为“当代
文博专家”。

以敬畏之心再现文物华光

　　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如今，吴绪刚的儿
子吴振东，已坚守在东平县文物保护岗位上
22年。
　　自幼与文物结缘的吴振东，耳濡目染
下，爱护文物的种子早在心底萌发。当年的
文物管理所人员少、设备差，为保护文物，几
名职工住在库房周围。由于设备简陋，库房
内的红外报警器经常发生误报，不管时间早
晚、刮风下雨，只要警报一响，还是学生的吴
振东就跟着父亲往库房跑，全然不顾个人
安危。
　　参加工作时，父亲给他就立下了“从事文
物工作，个人不得收藏文物”“老老实实做人、
勤勤恳恳工作”的原则。二十多年来，吴振东
一直按照父亲的要求，默默坚守在文物保护
工作的第一线。
　　 2007 年，全国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
东平是文物大县，文物遗存丰富，为摸清文物
家底，吴振东带领一组普查队员，进行拉网式
普查，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头，都要详细走
访、登记、拍照。他白天普查、开车，晚上整理
资料、绘制每一个文物点的地理位置图和平
面示意图。经过一年多的辛勤付出，建立了
完整翔实的文物数据库。
　　面对破坏文物、危及文物安全的行为，吴
振东也总是冲在最前面。
　　 2011 年 10 月，东平县一小区挖掘地基
时，突然出现大量铜钱窖藏，一度被民工围
观哄抢。接到举报后，吴振东立即赶到
现场。
　　由于窖藏被破坏，吴振东组织人手将周
边的土方全部过筛清理，查找散落的铜钱。
为防止夜间被盗挖，他和一个同事晚上利用
车灯和手电照明，不间断在现场巡防。第二
天，天蒙蒙亮，便和同事继续投入清理工作，
直到傍晚全部清理完成，将铜钱运回博物馆

才放下心来，“一心想着抢救文物，两天没敢
合眼。”
　　2021年6月，东平县破损多年的尧陵禅
寺经过编制方案、上报审批、施工招标等工
作，终于开工修缮。当地村里的一个包工头
想承揽工程，但是因为没有古建资质不能投
标。为达目的，包工头百般阻挠，甚至威胁吴
振东等人。
　　面对威胁，吴振东无所畏惧。他告诉对
方，文物修复不是简单的盖房子、垒院墙，一
砖一瓦都有文化上的要求，绝不会因为是当
地人就可以优先揽活，绝不能出现“损毁式”
修复，绝不可出现愧对历史的瑕疵项目。经
过几番斗智斗勇，对方自知理亏，主动退场。
　　2007年10月12日晚8时左右，一家房
地产公司在东平县老物资局院内挖掘地基时
挖到古墓。吴振东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墓群
虽然曾被盗掘，但墓壁上有精美的壁画，他立
即联系警方保护现场，联系省内专家进行抢
救性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壁画上有
48个彩绘人物，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栩栩如
生，再现了汉代人的生活习俗。
　　经专家鉴定，这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
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早期壁画，
国内极为罕见，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民俗
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被评为山东博物馆
镇馆之宝之一。特别是孔子拜见老子的绘画
形象，被认为是最早的“孔子拜见老子图”。
在一个多月的挖掘过程中，吴振东注意收集
整理资料，担任副主编编纂的《东平后屯汉代
壁画墓》一书，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考古成果
一等奖”。
　　多年来，吴振东牢记父亲的言传身教，先
后组织编制实施了洪顶山摩崖刻经、棘梁山
石刻、尧陵禅寺、清真寺、前口头古民居等文
保项目 20 多个，参与考古挖掘项目 7 个，抢
救文物11次，撰写论文10余篇，多次被评为

“泰安市文物保护先进个人”。
　　如今，经过东平县数代文保人的保护、发
掘与传承，东平县现有文物古迹500余处，被
列入各级文保单位名录的达83处，其中世界
文化遗产 1 处（京杭大运河东平段）、国家级
重点文保单位 4 处、省级 13 处、市级 25 处。
东平县博物馆是泰安全市县域唯一的国家级
馆，馆藏文物 10 万余件，总量位居山东省县
级第二位。
　　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在吴绪刚、吴振东看
来绝对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情怀的
寄托。“文化工作者一旦进入文博这个门，一
辈子是‘文物人’。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尽职
尽责，把前人的工作往前推进，使文博工作不
断发扬光大，这是传承和责任，也是我感到最
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吴绪刚说。

最 早 的“ 孔 子 拜 见 老 子 图 ”是 怎 样 发 现 的
东平湖畔祖孙三代人的文物守护接力

  ▲吴绪刚、吴振东父子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的一处石碑文物前交流。 受访者供图

▲参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的少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