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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 30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
翔就北京交通大学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研究项
目成果，签署了一份《关于“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建设项目的意见》。其中写道，“我认为：北
京交通大学立项‘深入挖掘铁路文化，助力京
张铁路遗址公园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很有
意义。”

提交给单霁翔的四册厚厚的项目报告
（内容概要、总报告、论文集、表征图集），凝结
了北京交通大学课题组 50 余位校内外铁路
专家、文物保护专家、文化学者的心血。

这是一份怎样的报告？在它背后，又凝聚
着一群北京交大人怎样的初心与付出呢？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

在北京城，西直门是车水马龙的交通
枢纽，亦是这座城市古老历史与现代文明
的一处“交汇点”———历史上，它曾是老北
京内城的九大古城门之一；在近代，这里成
为举世瞩目的京张铁路标志性的一个站
点；2019 年，世界上第一条智能化高速铁
路———京张高铁就从这里始发。

如今，它又成为了规划中“京张铁路遗
址公园”南端的起点。

2019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张高铁
通车之际作出重要指示：“1909年，京张铁路
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
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 35公
里到 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
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

可以说，在西直门，新老两条京张铁路
实现穿越时空的交会。而作为距离西直门
直线距离最近的高等学府，北京交通大学
与新老两条京张铁路也有着一份延续百年
的不解情缘。

正如在受访时，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
玉凤所说，“京张铁路与京张高铁，从时间
跨度来看，两条线路相隔百余年；从地理位
置上来看，两条线路几近重叠。旧中国时代
詹天佑的中国梦，与新时代的中国梦是一
脉相承的，与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爱路报
国传统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一个世纪前，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
国情，京张铁路总设计师詹天佑长叹:“莽莽
神州岂长贫弱？”并发奋要“不让欧美以前
驱，岂仅偕扶桑而并骑”。与此同时，曾留学
日本的时任邮传部司员曾鲲化先生，完成
了中国铁路有史以来首次全国性的个人铁
路实地大考察———“丙午考察”，掌握了中
国铁路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呈递了一份 757
字的《上邮传部创办铁路管理学堂书》，开
篇即指出“铁路为专门学问，而管理又为铁
路之专科”。

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的这一年秋天，
清政府采纳倡议，正式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
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并由此开启了中国
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先河。需要指出的是，当
时设计修建京张铁路的两位工程技术骨
干———俞人凤和沈琪先生，后来分别于 1917
年和 1919年起担任该校的校长一职。

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
后，北京交大人始终坚持和弘扬敢为人先、
自主创新的精神，全面参与了铁路大提速、
青藏铁路建设、大秦铁路重载运输、高速铁
路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等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取得
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的原创性重大成果，始终是中国轨
道交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国轨道交
通大发展，为中国高铁走向世界、领跑全球

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仅以京张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为例，在

这份事业中，既有北京交大培养的毕业生
作出的重要贡献，又有相关科研团队在隧
道工程、牵引供电智能化、轨道线路工程等
关键技术方面，直接为京张高铁的建设运
营贡献的“交大力量”。

精神财富需要被挖掘

如果说为京张高铁的建设、运营提供
技术支持可以算作一种“硬核”的技术贡献
的话，那么北京交大人推进的“京张铁路遗
址公园”研究项目，则是在技术支撑之外，
倾注了更多作为高校对铁路文化和高铁精
神的传承与颂扬，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

让时间回到一年前的 2019 年 12 月 30
日，时值京张铁路通车 110 周年、詹天佑逝
世 100周年，与原京张铁路走向几乎重合的
京张高铁在这一天全线通车。

京张高铁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有一
段从北京市北五环至西直门的路段，由于
要穿过北京市区，地面铺设存在影响百姓
出行、割裂城市功能等问题。因此，由北京
交大的人大代表牵头，经过多位北京市海
淀区和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艰苦努力，京张
高铁在此的大部分路段最终采纳了“入地”
方案，即现在的“清华园隧道”。

京张高铁上述路段入地后，一个问题便
随之而来———如何妥善利用释放出的地面土
地？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声音：有的认为可以
搞经济开发，有的认为可以修公路，缓解交通
压力，但都遭到了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的坚决
反对。代表们一致认为，应当修成京张铁路遗
址公园。京张铁路是在 110年前由中国人自
己勘测、设计、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不仅
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而且其中的难度、创新，也被全世界公认。早
在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
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院士就提交了《关于
保留百年京张铁路历史风貌建设铁路遗址公
园的建议》。

2019年 1月，北京交通大学立项完成并
提交的一份“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概念方案”，
得到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认同。同年
3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和海淀
区政府共同立项，决定开展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项目，委托规自委海淀分局具体实施。

在此之后，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项目不断向前推进———
2019 年 9月，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启动区亮相北京市五道口
地区；2019 年 10 月，“京张铁
路遗址公园贯通概念方案征
集”工作启动，50 余家设计单
位应征，最终 6 家应征单位通
过资格预审；2020 年 4 月，经
过各方专家和社会公众的线
上、线下评审，最终评选出 3
个全线优秀和 4 个节点优秀
方案。目前，项目正在征集方
案成果基础上，博采众长、吸
取各方意见，继续深化设计并
准备实施。

从世界范围看，铁路遗址
公园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其中
的一些公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
居民休闲的重要场所，乃至于

当地著名的旅游景区，但如果回看这些遗址
公园的源头，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基因远没
有京张铁路遗址丰富。

以美国的高线公园为例，该公园源于
上世纪 30 年代的一条由市区连接到附近港
口的铁路货运专用线，总长仅为 2.4 公里。
1980 年停运时，该线路曾一度面临废弃拆
迁。但在纽约相关组织的大力保护下，铁路
存活了下来，如今成为纽约曼哈顿西区重
要景区，每年的游客参观人次达到 500万人
以上，为该地区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纵贯南北 9

公里，总面积超过颐和园，直接服务 65个社
区、10所高校、约 50万居民与师生。而且，京
张铁路遗址公园背后所依托的是一段百年
来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奋斗史，这段历史蕴
含的精神更与当代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梦一
脉相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历史厚重感与
当代京张高铁建设所引发的现实自豪感叠
加交融，其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
社会价值将更典型、更有代表性、更具影响
力。”王玉凤说。

如果仅仅是做公园绿地，太可惜了！

需要指出的是，京张铁路遗址所在地
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规划成为遗址公园的，
有关部门原本做出的决定，是在此地修建
一条可供市民休闲的城市绿廊。然而在深
知京张铁路百十年历史文化底蕴的铁路人
看来，将这块坐拥百年铁路基因沉淀的土
地，仅仅开发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城市绿
廊，未免太可惜了。

铁路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就在于
群众与铁路之间从古至今的种种联系。京
张铁路遗迹及京张铁路精神的历史传承，
中国铁路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铁路周边
风景与人文故事，铁路建设和运营者的无
私奉献精神……这些无不深深印刻在各时
代人民群众的脑海中，并流传下来，构成了
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说，京张铁路遗址就应在

休闲公园基础上，融入以新老京张铁路为主
的中国铁路文化元素，通过多种表征，使游
客能在此体验到浓浓的铁路文化氛围，并在
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京张铁路乃至中国铁路
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换言之，此地不应建成“绿廊”，而是应
建成一座“铁路遗址公园”。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8 年岁末，北
京交通大学由该校建筑艺术系主任马强带
队组成项目组，开始了京张铁路遗址沿线
的踏勘。项目组对铁路两侧反复踏勘后，划
出了五个重点区域，最终确定了“一线五
珠”的格局。
“‘五珠’分别指京张线路经过的西直

门老火车站、四道口、清华园、五道口、清河
这五个区域。”马强表示，途经北京城区的
京张线路就像一条丝线一样，把这“五个珠
子”串联起来，形成铁路特色的核心区域，
带动周边的城市更新。他希望通过对这五
个区域的整合及带状铁路廊道的打通、保
护及重建，形成“可以与旧时空对话的特色
铁路公园”。

经过近 3 个月的踏勘、设计、制作，最
终在 2019 年海淀区人代会开幕的当天，马
强把刚“出炉”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概况
设计方案”交到了身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
王玉凤手里。该方案得到了海淀区和北京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高度认可，此
前的城市绿廊规划方案也由此变更为铁路
遗址公园。

当年 9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启动区在
北京五道口地区正式落成，同时启动京张
铁路遗址公园总体建设方案的国际征集。
很多人看了启动区和国际征集方案后都认
为，严格地说，启动区和征集方案依然没有
摆脱原有“城市绿廊”的思路，对于铁路文
化和历史的挖掘也严重不足。
“由于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由对铁路系统

熟悉的人员完成的，因此有一些问题也是
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既然要建遗址公
园，总不能‘有名无实’吧？”王玉凤表示，未
来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必须要把詹天佑和
京张铁路的价值体现出来，因为这条铁路
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世界范围
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不用起来，真的
太可惜了！”

为了不留这份遗憾，就在 2019 年 10
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国际方案征集正式
启动的同时，王玉凤和同事一起给北京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校长王稼琼写了
一封信，希望再次立项，助力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的规划设计。
“因为作为一所铁路为特色的重点大

学，我们有责任让这座公园建得‘名副其
实’。”王玉凤说。

收到这封信后，黄泰岩立即批示：“这
项工作很有意义，应该予以支持。”王稼琼
也高度认同，指定主管副校长余祖俊为校
方负责人，交通运输学院院长聂磊为总体
负责，科技处立即拨款设立专项资金，支持
研究。50余名校内外铁路专家、文物保护专
家、文化学者迅速组建团队并投入到了紧
张有序的调查研究工作中。

两种情愫的交织

对于助力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设，参与
此项研究的交大人有着更深的理解和使命
感。他们像跑道上接力的选手，为完成任务
奋力奔跑。

早在 2019 年夏天，该校建艺学院城市
规划系主任高巍就带领 40名同学，在这个
暑假“打开”了遗址公园的规划蓝图。

他们没有回家，没有参加国庆群众游
行活动的训练，而是重走了京张铁路 9 公
里，冒着酷暑、顶着风雨，对每个路段进行
实地调研，再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手头的材
料进行加工、再创作，用两个月的时间绘出
了设计图、制作出了模型。对于他们来说，
为遗址公园“出谋划策”和在“天安门前走
过”一样光荣。

9 月，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海淀分会场，
交大学子的设计方案一经提出，就获得观
众的阵阵掌声。交大研一学生康贺阳团队
对京张铁路西直门地段提出了设计方案。
康贺阳说：“13 号线拆分后，原有的高架线
路如果能设计成高线公园，就可以和地面
的遗址公园相呼应。”他设想依靠现有京张
铁路废弃铁轨和博物馆，与转河连接，建设
文化遗址公园，同时设置瞭望塔，与 13 号
线高线公园连通，可解决人行交通问题。

研究项目启动后，项目组专门分为五
个子项目，分别负责对京张铁路沿线文化
遗产进行梳理、挖掘詹天佑精神和京张铁
路文化、与京张铁路有关的文化创意工作、
总结铁路科技发展历史，以及收集、拍摄与
京张铁路有关的表征图集、照片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记载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建设前的历史现状，也为公园的进一步
设计和建设提供方便，项目组还特请专业航
拍公司，对公园规划范围及其周边进行航拍，
克服重重困难，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京张铁路
（遗址公园）沿线航拍视频资料。

课题组专家之一、《铁道知识》杂志社原
社长兼主编魏宗燕指出，百年前，詹天佑所提
出的“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
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是旧中国时代的
中国梦，与新时代的中国梦一脉相承。承载着
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老京张铁路，本
身就具有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其改
建成遗址公园，两股情愫将交织交融，进一步
凸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为公园本身增添一
种别样的魅力。

为给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设注入文化元
素，交大课题组成员们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恰恰就在专项研究活动进行的那段时
间，世界范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给相关
的研究带来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
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线下开会改
到了线上。各小组对各自研究报告中的内
容字斟句酌，许多校内外专家知道此事后，
纷纷前来做“外援”，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力求用最精炼的语言，将他们眼中京张铁
路遗址公园呈现给公众。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努力，今年 6月，研究
报告《深入挖掘铁路文化，助力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建设》正式出炉。项目组不仅全面挖掘
京张铁路的历史文化、詹天佑精神的内涵与
意义，也深入探究新老京张铁路、詹天佑精神
乃至中国铁路元素与遗址公园自然景观的交
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运用更丰富的手段和
更多样的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表征。

一份面向未来的报告

据介绍，该份凝聚了数十位专家学者
数月心血的总报告，总字数超过了 10 万
字。报告通过“铁路文化主题塑造”“京张铁
路文化和詹天佑精神挖掘及表征”“京张铁
路重要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中国铁路科
技创新元素提炼及表征”“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铁路文创开发及特色服务”“京张铁路遗
址公园铁路文化主题塑造方案”等主题，系
统地阐述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铁路文化主
题塑造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同时，这份报告提出了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建设需要加入的多元化“铁路元素”清
单及表征建议，特别是由马强编辑设计的
表征图册，长达 200 余页，内涵丰富，构图
精美，为专业设计团队在今后的设计中提
供了创意之魂，使其能够充分展示京张铁
路遗址公园的“特色文化”，展示百年京张
铁路见证下，中国铁路与中华民族从历史
走向未来的复兴之梦。

如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项目正在紧
张的设计和筹建过程中，交大人将以铁路
专家顾问的方式，继续为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的建设助力。明年，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清华园地区的部分遗址公园会完
成前期建设，以此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此后，北京还会迎来 2022 年冬奥会，公
园的建设工程也将进一步推进；更多的故
事还将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发生，在这个过
程中，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最终从一张蓝
图，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当代中

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
度的城镇化进程。时代的加速度、铁路发展
的加速度，深刻改变着城市的面孔、人们的
生活，也催促着人们更好地坚守城市的文
化，守护其中的精神。

110 年前，詹天佑在列强环伺、经验缺
乏、人才匮乏、任务艰巨的困境下，不畏艰
险，亲自踏勘、因地制宜、巧妙设计，让京张
铁路提前两年竣工通车；百年之后的今天，
同一条路线上，京张高铁又继续传承着中
国梦，在中华民族圆梦之旅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大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京张铁路
遗址公园的建成将继续弘扬民族精神，铭
记百年历史，充分展现京张铁路蕴含的丰
富历史文化价值。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研究项目组向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交接研究成果。

研究项目组与校内外专家进行交流。

交大师生针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研讨。

京张铁路遗址
公园概念图

铭刻铁路文化传颂“京张”精神
———北京交通大学助力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建设
姻本报记者陈彬通讯员袁芳张立学韩榕

京张铁路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