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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这一大本里都是我收集整
理的唐山南站的历史照片！”
2018年3月9日，记者在信宝忠
的家里见到了这位鼎鼎有名的

“老铁路”。
信宝忠捧着的这本相册，收

藏了从1881年唐胥铁路建设伊
始到如今唐山南站和唐山站的
照片。67岁的信宝忠一边小心
翼翼地翻着相册，一边诉说着
自己一家与唐山南站的不解
之缘。

一家四代铁路人见
证百年铁路史

“从我祖父到我女婿，我们
家四代都是铁路人。”说起一家
人这份“铁路情缘”，信宝忠自
豪地挺起了腰板。

信宝忠的祖父信占元是验车
匠。

“由于家境困难，1908 年，
仅 16 岁的祖父便独自离家谋
生。”信宝忠说，当时的信占元
到山海关机务段当抬煤工。每天
12个小时不停地抬煤、挑煤，还
要遭到工头的打骂。无法忍受的
信占元，便到辽宁锦州的沟帮子
检车段当了一名验车匠。

“当年祖父在山海关和沟帮
子谋生时，每年春节前回家都
很不容易。”信宝忠介绍，当时
的列车时速只有 20 公里左右，
信占元回家有时候坐闷罐车，
条件十分恶劣。

在沟帮子检车段验车期间，
信占元负责的都是二三十吨重的
杂型车，验车时只是在后方插一
面小旗，丝毫没有人身安全
保障。

“尽管祖父工作环境十分恶
劣，但每次回家讲述铁路工作
的趣闻趣事，都大大地吸引着
孩子们，受影响最大的是我的
父亲。”信宝忠说，父亲信守业
1922年出生，22岁时被调到古冶
车辆段，在唐胥铁路起始站——
当时的唐山站，从事货车检查
和修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便成了新中国第一代货车检
车员。

“当年，父亲针对不同车
种、车型，采用不同的检查方
法，多次发现隐蔽故障，赢得
了段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检车
经验，传授检车方法，为单位
培养出了一批精检细修的技术
骨干。”信宝忠一直珍藏着40多
年前父亲为他定做的一把检
车锤。

“我把它看成是父亲对我在
工作上的无声教导。”从1967年
到古冶车辆段东列检所学习检车
业务开始，到2011年退休，在铁
路上干了一辈子的信宝忠，始终
遵循着“工作要扎实、为人要厚
道、办事要诚实”的家训。

由于对铁路的挚爱，当时的
信宝忠执意要找一个铁路职工作
为女婿，来延续一家人的铁路情
缘。而信宝忠的女婿张福强作为
这个铁路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如
今在唐山站信息化车间工作。这
也意味着，从最初的“马拉火

车”、“龙”号机车，到蒸汽机
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再到
高铁列车，信宝忠一家四代人几
乎完整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发展
的历程。

独特的铁路收藏

独特的铁路世家背景，和业
余从事文字创作的爱好，使信宝
忠对唐山南站情有独钟，每次提
起如数家珍。

“我年轻时候，火车从唐山
南站到古冶站需要行驶近一个小
时。”家住唐山的信宝忠，当年
每次上班都要坐专门为职工开通
的通勤车。为了不迟到，赶每天
6∶20第一趟车已成了他的家常便
饭。“早晨8点上班，我需要五
点半起床。”

不仅如此，“1976 年以前，
开行的绝大多数是绿皮列车，冬
天供暖只能靠安装在每节车厢一
侧的烧煤锅炉；到了夏天，尽管
车内的电风扇不停地转，车厢里
的40℃高温，还是让人喘不过气
来。”有时候，下班晚了赶不上
通勤车，信宝忠就去搭运煤的货
车，车上风速大，煤灰纷飞，常
常“黑着脸”回家。

尽管如此，44年的往返，让
信宝忠对这条线路和唐山南站充
满了感情。“沿途几乎每一样东
西，哪怕是一棵形状怪异的树，
都在咱这心里装着呢。”

也正是基于对铁路的这种深
厚感情，信宝忠收藏着自己与铁
路相关的种种物品：

有从 1967 年参加工作到退
休各个时期的工作证，调动工
作、调整工资的所有证明和数百
个荣誉证书；

从1995年开始，每逢到外地
出差，信宝忠便会在当地火车站
和所在铁路局门口前拍照，买一
张铁路站台票。到现在，信宝忠
在全国130多个车站、18个铁路
局（集团公司）、15个原铁路分
局办公楼门前留下了自己的身
影，并且收藏了数千枚铁路站
台票；

甚至，从过去每米载重量15
吨的钢轨，到现如今每米载重量
60吨的钢轨，每个革新阶段，信
宝忠都会请朋友帮忙截下一段作
为自己的收藏品。

信宝忠说：“我曾经最大的
理想是建设一座唐山铁路博物
馆，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铁路
历史遗产。”在他看来，唐山所
拥有的诸多铁路文物，是讲述中
国铁路史不可复制的资源，还可
以充分开发其现存价值，成为唐
山城市旅游的资源。

信宝忠的愿望在今年的3月
28日成为了现实——中国铁路源
头博物馆在唐山市开滦国家矿山
公园揭牌开馆，讲述了以唐胥铁
路为起点的中国铁路和机车发展
历程，厘清了中国早期铁路建设
的一些重要谜题，填补了这一领
域的展览空白，更使得像信宝忠
一样具有“老站”情怀的人，有
了一个精神归属。

文/记者 王育民

一个唐山铁路世家

的铁路情缘

中国最老的火车站

历史上的唐山，是一座与“煤
炭”和“铁路”密不可分的城市。

这段密不可分的缘分，也带给唐
山一座特殊的火车站——唐山南站。

清光绪年间，“洋务运动”中，
清政府在唐山市大城山南侧的乔屯镇
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为了把煤炭运往
最近的北塘海口装船运出，解决煤炭
运销问题，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6月
9 日，动工修建了胥各庄至唐山之间
的一小段铁路——唐胥铁路。

这段全长仅 9.67 公里、但采用了
国际通用 1.435 米标准轨距的铁路，
成为中国铁路建筑史的正式开端。

伴随着铁路的建设，位于现在唐
山市建国路天桥东侧老站道口处的唐
山站，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今天，
在中国铁路运营图上，这座历经一百
多年风雨的老站，被称为唐山南站，
它也被称作中国第一座火车站。

1882 年，唐胥铁路正式投入运
营，当时的唐山站 （今唐山南站） 只
有两条线路、三间房屋，每天运煤八
九百吨。

作为一座因煤而建的城市，唐山
伴随着铁路的发展，经济发展的触角
也直达京津——1887年唐胥铁路延伸
到芦台，继而于 1888 年展修至天津；
1894 年唐山至山海关段通车；1897 年
由天津通到北京城外马家堡⋯⋯1901
年，这条铁路又延展至北京正阳门，改
称京榆铁路，又称京山铁路。

当时的唐山站 （今唐山南站） 作
为京山线上的一个重要车站，无论在
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火车站本身，
也随着历史变革而不断改变。

1907年，由于当初开平矿务局盲
目开采地下煤炭，造成了铁路路基塌
陷。为了保障行车安全，车站被搬至
1 公里外，也就是现如今唐山南站的
位置。外观酷似皇冠的站舍，设有候
车室、售票室和行李房，这座二层的
典型英式建筑，承载着当时唐山客运
与货运的重要任务，成了当时汇集人
流、物流的最繁忙的地方。

2011 年 1 月 17 日，一根内壁上
清晰刻有“1907.8EO435”字迹的老
钢轨在唐山南站被发现，标识证实，
这根钢轨产自 1907 年。据专家现场
考证，这正是 1907 年火车站由老址
迁移到这里时铺设的钢轨。

从 1907 年至 1976 年，这座老站
先后经历了 4 次较大规模的改扩建，
但站址没有动迁。

从唐山站到唐山南站

在唐山的历史上，有一个让人永远
无法忘记的日子：1976年7月28日。

在 7.8 级 强 烈 地 震 的 疯 狂 摇 撼
中，当地铁路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
坏，受灾线路正线总长达 403 公里，

许多区段路基下沉开裂，钢轨扭弯变
形，有的路基下沉达三米，纵向开裂
两米，桥梁破坏63座。唐山站 （今唐
山南站） 站区房屋全部毁坏。

灾难面前，为了迅速抢通受损铁
道线，尽快运出伤员，接进救灾物资
列车，5 万多名铁路职工、铁道兵指
战员连续奋战，于 1976 年 8 月 7 日晚
上，成功接进了第一列来自北京的救
灾物资列车，为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
开辟出了一条稳固的救灾通道。

此后，经过震后 30 多个昼夜的
连续抢修，站内所有线路和各条专用
线路陆续修通，保证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 救 灾 物 资 列 车 源 源 不 断 地 开 进
唐山。

震后的新火车站在原址重建，并

于1983年11月15日建成交付使用。
重生，给这座唐山老站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震后新建的火车
站，外观为长方形框架结构，建筑面
积为 16445 平方米，其中候车室 （含
售票厅） 1695平方米。不仅面积大大
扩张，而且还配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

“6502 型”电气集中设备，货场还增
添了新的龙门吊和叉式车。一切都显
得“现代感”十足。

这座与城市同步兴起的百年老
站，又一次与这座英雄的城市一道，
浴火重生。

然而，随着震后新唐山的总体规
划和“京山压煤改线工程”的需要，
唐山站历史上的第二次搬迁到来了。
1994年，位于新华西道西端的新火车
站开始了客运业务。而经震后的重新
修复，原来的车站，逐渐变成了以货

运为主，改名为唐山南站。
1996 年 6 月 26 日，随着新火车

站接发全部旅客列车，唐山南站停办
客运业务。自 1881 年建站以来，唐
山南站共接送旅客 100 亿人次，为唐
山的经济发展和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没有了往日熙攘的人群，缺少了
过往旅客的喧嚣，停办客运业务后，
唐山南站依旧承担着每天30余列货车
以及每天两趟铁路职工通勤小客车的
运输任务。车站内的旅客天桥、候车
钢架雨棚和铁路水塔这三处历经大地
震仍屹立不倒的建筑，仿若三位功勋
满满的退役战士，一边在沉默中诉说
着荣光，一边静静等候着未来的使
命。

百年老站再获“新生”

2018 年 1 月 18 日早 7 时 20 分，
从唐山南站开往古冶站的 K7651 次列
车缓缓驶出站台。时隔22年，中国第
一座火车站——唐山南站再度开通客
运业务。

悠长的火车笛声中，百年老站再
获“新生”。

“百年老站重启运，东行客车暖
民心”，唐山南站客运的重新开通，
成了一件便民利民的大好事。

“当年南站停运后，古冶的人们到
唐山办事乘公交至少颠簸一两个小
时。”乘客王磊的姥姥家在古冶，他记
得，小时候出行有多不容易。“那时火
车还没有互联网售票，古冶的人买车
票要托唐山市区的亲友提前买好，尤
其乘坐后半夜火车的乘客，需要提前
坐古冶到唐山的末班公交车，到唐山
后还得在车站候车五六个小时。”

如今，唐山南站至古冶站间这段
长约 26 公里的铁路上，每天开行 10
列客车，旅客乘坐火车从古冶站到唐
山 南 站 只 需 21 分 钟 ， 亲 民 票 价 4
元，比乘坐公交车节省约 1 小时，唐
山市区以及古冶区周边的旅客往来办
事 、 串 亲 访 友 变 得 更 加 方 便 快 捷
通畅。

“做梦也没想到，时隔 20 多年，
还能坐上火车从古冶到唐山。”家住
古冶区的张秀臣老人高兴地说，“20
多年前，我从古冶到唐山上班就是坐

火车。但随着火车停运，只能坐公交
车上班，不堵车的情况下还得一个半
小时。这趟列车的再次开通，真是便
民利民的大好事！”

“首发的列车是一部营运 15 年以
上的绿皮车，共分四个车厢，首批乘
客有70多人。再次开通客运后，唐山
南至古冶间增开的管内快速列车共有
5 对，每趟客车能容纳 460 余人，运
行平稳。”唐山南站工作人员高峰介
绍说。

这次客运开通，使已沉寂多年的
唐 山 南 站 重 新 唤 起 当 地 人 曾 经 的
记忆。

“几年前，我曾到过唐山南站站
前广场，看到站台上的电子钟、电
铃、配电箱等设施一如从前，但已很
久没有响过、没有用过了，道轨上只
是偶有一台牵引机车在调度员的指挥

下从站前缓慢驶过⋯⋯”一家四代都
在唐山铁路上工作过的信宝忠老人
说，那时候，自己走在旅客天桥上，
抚摸着锈迹斑驳的栏杆、铆钉，不免
满心伤感。如今，又一次得以目睹老
站“新生”，老人高兴不已。

唐山南站停办客运的22年，虽然
百年老站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唐山却
经历了从“绿皮车”到高铁列车的
巨变。

随 着 2013 年 唐 山 高 铁 站 建 成
后，津秦铁路 （津秦高铁） 客运专线
北连秦沈客运专线，西连京津城际铁
路，南接京沪高速铁路，形成了贯通
东北与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快速
客运通道。运力强大、便捷高效、节
能环保的运输网络，大大缩短东北与
关内广大地区和沿线城市之间的时空
距离，增进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

尽管一直怀着对老站的不舍，信
宝忠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新的高铁站
所带来的便利：“开行高铁列车之
前，在唐山要买到一张去往上海方向
的卧铺票相当困难，就是托关系、找
熟人，也难说一定能买到。如今，唐
山高铁运行方向四通八达，高铁运行
速度之快，实现网上购票、联网售
票、手机购票，随时可以选择乘坐卧
铺列车、直快列车、高铁列车等不同
列车，不得不让人感叹。”

唐 山 南 站 客 运 业 务 的 重 新 开
通 ， 不 仅 温 暖 了 几 代 唐 山 人 的 记
忆，也极大缓解了唐山市区到古冶
区之间旅客乘车的压力，特别是唐
古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大大缩短
市区西部与东部区域之间的通行时
间，还将进一步丰富京津冀区域路
网建设内容，助推区域经济及社会
发展。

“老建筑是有灵性的，每块砖，
每块木头，甚至连尘土都承载着历史
和故事。”这是导演张艺谋选择唐山
南站作为电影 《归来》 取景地时说过
的话。

137 年，一代又一代人用不同的
方式，见证了这座老站的初生、发
展、萧条与新生，不一样的时空，却
有着同样的情怀。

137 年，见证了战火与繁荣、灾
难与重生，唐山南站早已成为一座城
市的历史文化印记。

如今，与唐山这座城市伴生的百
年老站，迎来了新的春天。

2018 年 1 月 18 日 7 时 20 分，

从唐山南站开往古冶站的 K7651

次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时隔 22

年，中国第一座火车站——唐山

南站，再度开通客运业务。

今天的唐山南站，一切都彰

显着历史的厚重：建于 1922 年

的旅客天桥和建于上个世纪50年

代初的站台雨棚，虽经过重新粉

刷，但依旧透露出沧桑。不远

处 ， 建 于 1939 年 的 圆 柱 形 水

塔，仿佛在回忆过去，又似远眺

着未来。

列 车 轰 鸣 中 ， 这 座 百 年 老

站，见证了唐山历史上一串串重

要事件，也留下了一件件烙下时

代痕迹的古老物件。

唐山南站

：百年老站见证城市变迁

□记者

王育民

■相关

1901年的唐山站。

1972年美国友人在天桥拍摄的唐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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