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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百年京张路

古籍馆舆图组 金靖

记得在小学课文里就有关于京张铁路、关于詹天佑的内容，当时完全不会想

到我将与此有什么联系，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而这里保存着詹天

佑的手稿和《京张路工摄影集》。作为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通车已过

百年，《京张铁路摄影集》在我们库房里也保存了几十年，而明年，是詹天佑诞

辰 150周年，我们商量寻着詹公的足迹重走京张路。

从一时的想法，到初步的计划，到资料的查找，原本模糊的概念慢慢变清晰。

首先要做的是两件事：其一是确认拍摄点，要从照片入手；其二是确认线路，要

从地图入手。全部 186幅照片，如果细致划分可以分出线路施工、护坡工程、保

险道岔、桥梁施工、隧洞施工、机车、车辆、机车车辆工厂、京张铁路支线、沿

线工业区、沿线设施、车站站场、施工技术监理、验道开通、通车庆典等若干类。

但为工作方便，在制定行动计划时，仅是先把机车照片挑出来，其它照片按地点

进行分类。京张铁路干线共有 25个站，往南还有 0公里的柳村站和广安门站，

另有往门头沟方向的京门支线。在把照片编号、标注内容名称后，再按照车站、

线路进行分类，做出对照表。

确认线路时有些麻烦。如果开车去，京张线是出名的堵车，而且公路和铁路

肯定是有距离的；如果坐火车，老的京张铁路线车次太少，站与站的间隔时间太

长，每站的停留是个大问题。所以只能化整为零，把全线分为几个大段：

� 北京市内（包括柳村、广安门、天宁寺、西直门、清华园、清河、铁路

工程局等），这些地方可以开车寻访，预计行动两到三次。

� 沙河、昌平、南口，这几个地方开车或坐公交前往，预计行动一至两次。

� 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康庄，要乘火车去，预计行动一至两次。

� 张家口地区涉及 16个站点，而且涵洞较多，要乘火车前往，也考虑到当

地租车，预计行动两到三次。

本来只是我和小白、小翁“谋划着”，没想到和组里各位老师一说，得到大

家的积极响应。事情一公开，就感觉压力有点大，一定要成功，不能半途而废，

但同时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的信心也更足，更有动力了。随后，我们明确了行

动目标：完成《京张路工撮影》新旧对照摄影，同时为 2011年詹天佑纪念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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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素材；又作了工作划分：总策划、查找资料、线路安排、摄影、摄像、摄程

记录、照片图像处理、材料整理、后勤、财务等。一切准备妥当，2010年 7月 4

日，一个阳光异常普照的日子，我们一行 6人坐上了 1115次火车直奔张家口！！

买的是到张家口南站的票，到时还要乘车到北站（老站），所以小白临时有了更

好的想法——从宣化站下车，然后坐车到沙岭子、张家口北站，第二天从张家口

乘火车去下花园，然后争取从沙城返京。

到宣化，我们发现站边的房子跟照片里很像，拍了两张角度并不理想的照片，

就被站台的工作人员要求“不许逗留，马上出站”。无奈我们怎么解释也没用，

只好往出走。

出站已是正午，太阳烤得地皮发烫，街道上的行人寥寥，本应喧闹的火车站

广场也是空荡荡。没有找到理想的方位，很不甘心，我决定和小吴从地道绕到车

站后面看看。这里是一片平房居民区，靠近铁路一侧全是高高的围墙。正在我们

发愁怎么能越过高墙拍到对面的宣化站时，过来一个骑车的小男孩儿，他问明我

们的来意，说了句“你们等我，一会儿带你们去可以拍照的地方”就一溜烟儿没

影了。几分钟之后，小男孩儿带着一车筐馒头回来了，把东西送回家，他一探头

指着胡同的尽头说，那里有个砖垛，你们上去可以拍到车站。

砖垛摇摇晃晃，好在小吴身手矫健，爬上砖垛的最高处，拍下几张珍贵的照

片。

完成第一个任务，就近在车站边的面馆解决午餐。五碗面、三个凉菜，刚好

60元，没有超标！

填饱了肚子，在面馆门口的空调前狠吹了几下，压低帽檐、撑起阳伞，又回

到了太阳的怀抱。本来准备去找 21路公交车，结果半路被一辆中巴拦住，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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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路车站还要往回走一段路，而且他们可以送我们到距沙岭子最近的位置。

又脏又破，一路颠簸，随时急刹，让我们想起已经在北京消失了的“小公共”。

而这宣化的小公共比北京的牛，他会突然快速倒车，为的是接上已经落下百米的

招手乘客，为的是路边的一个水龙头可以让司机和售票员冲个凉，为的是路中间

不知被谁丢弃的一块沙发垫……

经历过这种种有趣的倒车，终于到了该我们下车的地方，售票员手指向西方

说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往西，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太阳很晒很热，38 度的

高温，地表的温度不知更要高多少呢。但暴晒总比下雨要强，下雨就不能拍照了。

走了一段，遇见一位老者，说前面就是铁路了，有一道小铁门，不是经常开

的，看看我们运气如何？快走几步忙上前，门开着的！进门，跨过一道道铁轨，

绕过停着的机车，我们不断比对着照片和眼前的景象——这是原来的沙岭子站

吗？很像，又不太像。。。。。。原来的水塔呢？为什么轨道的弯度和照片上不一样

呢？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找到护道的工房，问了那里两位师傅才明白：原来的沙

岭子站早已拆除了，当时的位置现在是停着机车的铁轨，原来只有三道线路，现

在已经扩充到了九道。

我们只好跳下爬上从几个角度拍下了现在的沙岭子车站，然后沿着铁路继续

前行，寻找孤山片石厂。

此时的铁轨，像是刚从炼炉里出来，而我们的脚也快被烤成猪蹄，喝下的水

很快变成汗，又很快被烤干，在衣服上留下白色的“地图”印迹。好在孤山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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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只是这条路怎么这么长，总也走不到。

终于绕到山侧旁，竟然上面还有如照片里一般的洞口，应该不会是一百年前

的洞了，但也足以让我们小小兴奋一下。这时有火车过来，为了能拍到火车路过

孤山的镜头，必须尽量靠近铁路。想必火车是看到了我们这帮烈日下的“疯子”，

高高长长地鸣笛警告，然后呼啸而过。可恨我新配备的单反相机还只会用傻瓜档，

不知怎么可以提高连拍的速度，车头勉强拍到，车尾却错过了。

正准备撤退，又听到火车的声音，原来反方向又过来一列。让我们再试试！

尽量拿稳相机，鲍老师在边上数着五节、四节……一节，终于拍到一张火车的照

片！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架好三脚架、设置高速连拍，为啥没想到呢？枉费了我

们的白女婿辛苦负重了一路……这是后话了。

虽然辛苦，但拍到了想要的照片还是很让人兴奋的，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喝

水了。小白去老乡讨到两大瓶凉水，我们坐在荫凉处的石头上喝水歇脚。小白和

老乡聊一聊，原来两人竟然是老本家，而且这位大爷曾经修过铁路，还告诉我们，

一路走过的这条土路，是最初的京张铁路线！

回去的路虽然炙热依旧，但我们心里都感觉踏实多了。走到公路上，又坐上

一辆招手就停的中巴，我们奔向今天的终点——张家口北站。 在进站口，我们

只看到一个古老的候车棚，柱子上还有个旧广播喇叭，不知还响不响？都说张家

口的老站还在，可是在哪里呢？边上有个问询室，我们在门口探头探脑，里面的

人都不理会，干脆直接进去问，得到的回答是车站西边有个胡同，拐过去就看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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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起眼的胡同里走不远一拐，就看到

了黄色墙面的老房子。但比对一番却发现老照片

上是 9个拱门廊，但这个房子却是 11个拱形窗，

而张垣通车庆典照片上的远山现在也看不到。带

着疑问，大家寻觅着、拍摄着，慢慢走散了。因

为已近黄昏，要拍车站是逆光，我想起了三脚架，

而它现在正背在我们白女婿的肩上找旅馆呢，杯

具……远处有个绿色的二层楼，很奇特，边上的

大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人，其中还有个白发的老

人，过去向这位白发老奶奶打听，谁知她不是常

住这里的，倒是边上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说起，她原来也看过车站的老照片，这

个应该就是老车站，只不过可能被翻修过了，而她们居住的这一片平房原来都是

日本人的仓库。

往回走，看到小吴兴冲

冲，原来他又去翻墙了，而

且终于越过片片高楼拍到

了照片中的远山！这时小翁

过来叫我们，跟她进了车站

的后院，这里有两位热情的

车站员工，他们证实这里就

是老车站！虽然房子和内部

设置都已经非常陈旧，但还

是在使用中。看来我们真的不枉此行了。

晚上我们就住在车站边上的西沙旅社，60元一个高级标间，是这里顶极的。

有两张席梦思单人床，小彩电，电风扇，卫生间里有个小小的洗手池，马桶没有

盖子也没有垫圈，有个电热水器能够冲澡还是很不错的。喝水要自己拿暖瓶去一

楼打，房间里除了大大的塑料拖鞋，没有提供任何供客人使用的洗漱用品，非常

低碳。

在小旅社的这一晚，经历了半夜查房、火车唱歌、热得睡不着翻饼……好像



文津流觞第31 期

56

刚刚进入深度睡眠，便被手机闹铃叫醒了。6：20起床，我们要去坐 7：19出发

4416次去沙城。

这趟车是从张家口到北京的普快，每天只有一趟。我们来时坐的 1115次只

要 3小时到达，4416却要 5小时 20分钟，因为其中要停很多小站。除了昨天去

过的宣化和沙岭子，还有下花园、新保安、沙城是我们这次行动要拍摄的站点，

可是每站都只停留 2分钟。原本的计划是在车进站时我们迅速下车拍一下，然后

直接坐到沙城，完成全部拍摄任务后再从沙城返京。但是没想到因为时间太短，

列车员根本不允许我们下车，从车窗勉强拍了一些，很是灰心。

想想大家昨天体力透支很大，明天还要上班，小白决定补票直接回京。虽然

这样做我们今天的计划没法完成了，但至少我们知道了这种取巧的办法行不通，

以后只能想办法搭车或走徒步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在这样的酷暑，我们牺牲双休日，自掏腰包组织这样的活动，虽然辛苦，但

是很有意义，而且第一次就能有这样的收获，大家都很满意。加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