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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车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留在我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依然是乘坐着绿皮火
车，听着车轮有节奏的韵律，奔驰在田野上的感觉。一位80后的铁路爱好者，怀着对铁路、对火车由
衷的热忱，带您回顾铁路发展的历史，为您讲述记忆中老火车的故事。也许这本书，将唤起您深刻的
回忆。
本书通过三个部分为读者介绍了老火车与老站台的故事以及经典的老火车旅行线路。全书配以精美的
图片，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描写老火车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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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强，80后，铁路发烧友，海子铁路网版主，走访过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火车站百余座。著有《北京
地区列车运行图分析》、《京津客流调研》等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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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1页

        我尤其喜欢来一段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旅行，感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当我坐在那种每个小站都停靠
的列车上，以每小时40~50公里运行着的时候，我可以放慢速度把脑袋伸出窗外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我不喜欢快餐式的旅行，不喜欢节假日扎堆去风景区，只有坐着绿皮火车才能感觉到童年的快乐。

2、《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11页

        小时候去火车站，最喜欢去车前看看火车头，做好还要看到那个神气的火车司机，羡慕敬佩他把
这个大家伙治的服服帖帖。脑海了还总是闪现《小兵张嘎》里嘎子说全国解放了，他就去当火车司机
，开着火车，酷吃咔嚓，呜~~多神气！我心里老想：这位司机不会就是长大的嘎子吧。现在想想还真
是好笑。第一章第三节罗列了各种型号的火车头，介绍了几款经典机车，居然还有昵称！还挺萌的。
比如我们常见的橘黄色的列车，叫东风4B型，昵称叫“橘子”，还有的叫“芭比”、“狮子”、“小
猪”的真好玩！下次去火车站一定好好看看！威武的火车头

3、《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61页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虽然过去了一些时日，但中国铁路的发展却没有停步，京沪高铁全程通达，
全程用时不到5小时。虽然铁路工业技术日新月异，高铁甚至成为我国铁路工业的标志，但是真正吸
引我的，还是曾经那些最美好“绿皮车”记忆。
坐着火车旅行也是不错的选择，在沿途看到沿路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对于原来的绿皮车速度虽然没有
动车和高铁来的快，但是也是乘过的绿皮火车的难忘的记忆。

4、《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29页

        本节内容很少，只有两页，却告诉了一个重要信息：上海火车站百万城模型店里有好多好多的火
车模型，非常精美。读到这里不由人不生出立刻去看看的念头。记得以前外甥小时候就有一辆小火车
，行进中烟囱还会冒烟，很好玩。外国电影里，圣诞节孩子们在家也会摆上有轨道的小火车，上面的
模型都好精致，那是我童年最想得到的玩具了。对了，还有可爱的托马斯，伴随我们的童年。火车模
型

5、《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195页

        1979年4月4日，广州火车站举行首列港穗直通车的开行仪式。我乘坐的列车沿着广深线三线驶向
九龙，中途停靠东莞，然后就不在停车。中途，列车被广深线上的动车组超越。由于轨道以及车辆型
号的原因，动车组那时无法到港的，所以广深特快列车就一直保持的特快的本色。
从港澳行的列车开始，现在我们从刚开始的港澳行发展到了，出国游新东方列车的欧洲游，以及其他
国家的出国游，坐着火车出国游够慢够深度。

6、《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95页

        浦口火车站（又称为南京北站）位于南京长江北岸，始建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14年
建成通车，是当年津浦铁路的起点与终点。从外观上看，现在的浦口车站大楼是一幢东西向的三层建
筑。车站右侧连着一条宽且高的铁制拱形雨廊，长约50米，一直延伸到长江岸边的渡口；左侧是一栋
独立的二层小楼，是车站的售票处。当时，这个车站在设计和建筑时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根据资料
记载，车站大楼建成时很是壮观——上下三层，共有大小62个房间，屋顶有脊，全部用瓦楞铁覆盖；
大楼内部全为木质结构，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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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7页

        每一条线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一列火车在金色的林间穿行，瞬间想起我一次次的旅行。窗
外的风景好像放电影似的，一幅幅。第一次坐慢车，是刚工作不久，好容易有个假期，我一个人坐车
去宝鸡，半天的时光，火车慢慢悠悠的走，外面的田野、树林、村边的孩子，一点点远去了，那一刻
觉得一直这样坐下去也蛮好的。

8、《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93页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詹天佑》讲的就是八达岭脚下的青龙桥和著名的人字形铁路，这是中
国人自己设计、修造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建造史上的标志。本书对此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青
龙桥火车站是“人”字形铁路的交汇处，列车在青龙桥车站要调整走向，虽然车站早就不再办理客运
业务了，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老站房仍得以妥善地保留了下来。回想早几年旅游，火车路过这里，
我还特意观察了火车如何在这里走人字形线路。路边还有詹天佑的全身铜像，行驶在这条线上，望着
詹天佑的塑像，一种爱国豪情油然而生。

9、《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9页

        印象里，火车票都一样，红色的底，没什么特别。看了这本书才注意到，火车票原来也有这么多
种类，而且，票面底纹的颜色是有规定的，比如书上说;软座客票为浅蓝色、硬座客票为浅红色等等，
我还真没注意过。

10、《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34页

        中国铁道博物馆（以下简称“铁博”）是唯一的国家级铁路专业博物馆，其前身是铁道部科学技
术馆，于1978年成立，2003年更名为中国铁道博物馆，主要任务是负责铁路文物、科研成果等展品的
收藏、保管、陈列、展示及编辑研究工作，同时还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教育的基地。
中国铁道博物馆有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詹天佑纪念馆。

11、《老火车 漫旅行》的笔记-第120页

        春运的开始意味着铁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到来了，诸如改变编组、调整时刻、增加临客、调配
车辆、优化资源等一系列工作都要有条不紊地进行。改变编组：平时的一些列车因客流没有那么大，
所以不用挂那么多车厢，但在春运中就需要加挂车厢，以满足客流增长的需要。调整时刻：一些旅客
列车根据需要，对发车时间和到达时间进行调整，以与其他列车形成接续与匹配；这也跟列车途经线
路有一定关系，如果两趟起始地和目的地完全一样的列车能错开时刻，那么对于中途车站上车的旅客
来说，选择的余地就更大了；一些列车还要减少停站、提高准点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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