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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我们打开一扇窗子的时候
时空为之改变：
风，流动起来，天地间的一切
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我们会看到一只一只鸟儿
从小小的鸟笼飞出
我们还它们自由的同时
我们自己也有了一双透明的翅膀

二

一扇窗子的定义与视域有关
有时我们不必去山之巅
不必在高高的树上披襟当风
当我们打开一扇窗子
云朵是会有感应的，它、它们
看到了一处可以栖身的所在
看到了可以与一双眼睛对视的机缘
如果我们同时敞开了心扉
它们就会化装成仙子
一朵一朵，一个一个地，涌进来

三

进来的，还有阳光，还有月华
阳光，会引燃你心中的激情
月华，会触发你久已消退了的浪漫
而地平线
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你在仰视和俯瞰间
上与天，下与地，达成了一种
奇妙的和谐

四

那就让风，无论春风还是秋风
长驱直入吧！
从一级到十级
我们都需要
需要和煦，也需要劲吹
需要草木葱茏，也需要摧枯拉朽！
风过眼，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和震撼的图景：
鲁西，我的鲁西
已与世界接轨

五

这就是我站在一扇窗子前的感受
一扇最大的窗子
在大地之上，在苍穹之下
在我的中华
在我的鲁西
在建设中的聊城高铁站
在我诗的意象能够抵达的地方：
最高处、最低处
最远处、最近处
因为，我已被这一扇巨窗
限制了所有的想象
同时从这里放飞了无限的思绪……

六

这其实更是一双心灵的眼睛
作为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聊城趴俯得太久了
他需要睁开眼睛，睁开慧眼
用三百六十度的视角
看到前后左右
更应看到前方，前方的梦与远方

七

历史是厚重的，也是沉重的
聊城在负重前行
长长的列车车厢里满载的
不能只是生锈的历史
更应是镀亮的未来
需要速度
需要提速
需要加速度
需要更高的加速度！

八

就这样，一扇巨窗敞开了
就这样，一双明眸睁开了
就这样，高铁时代来了
从敞开的窗子，聊城腾跃而起
从睁开的眸子里，世界尽收眼底
从展开的时空间，宇宙尽在足下

聊城高铁站——

水城之窗
■ 弓车

我又要从聊城出发，坐火车去北京了。
妞说，妈，你早晨少吃点，中午到了北京我

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笑，说，好呀。咱聊城马上就要通高铁

了，下次坐高铁，两个小时就能到北京。包好
肉包子给你带去，到了北京还是热乎的。

春节放假回家，我是不是就可以乘坐北京
直达聊城的高铁了？妞也很兴奋，说，通了高
铁，以后可以随便回家过周末了。想想就觉得
开心。

是啊，想想就觉得开心。
谁说距离就一定是阻隔呢？即便在千山

万水之外，也几乎没有一张车票抵达不了的地
方。京九铁路，让我的出行变得直接而便利。
一张车票，能够让我吃完聊城的早餐，还能赶
得上北京的午饭；也可以让我朝发夕至到全国
很多城市。现在，聊城的高铁马上就要通车

了，这让喜欢一有时间就想出去畅游大好河山
的我雀跃不已。

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程到聊城西站看
看。漫步在站前广场，面对着富丽堂皇的候车
大厅上方“聊城西站”四个大字，我仿佛看到旅
客们汇聚到此，从进站口进去，登上开往东西
南北的高铁，去往梦想中的远方。不久的将
来，我也会是其中的一员，从吾乡到异乡，去经
历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走下台阶，再走到出
站广场。现在，出站口已经做好了将数以万计
从天南海北抵达聊城的旅客分流到大街小巷
的准备，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好客聊城的热情
和美好。某一天，我也将从高铁上下来，脚步
轻快地从这儿出来。回首看看“聊城西站”，只

“聊城”两个字，就让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暖流，
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一种亲切感油然而
生，甚至想不由自主地奔跑起来，仿佛要一头

扑入母亲的怀抱。
这是我的聊城，生我养我的聊城，让我无

论走出多远，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景之后，依
然要迫不及待回来的聊城。

我喜欢出发，出发不仅仅是一段旅程的开
始，也是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汽笛一响，我
就可以抛下身后的一切，烦恼也好，幸福也罢，
而奔向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或许不尽如人
意，但对出发的人来说，远方是未知，更是暂时
摆脱庸常的诗意生活，它充满了喜悦和幻想，
引诱着你去探索，去感受，去发出一声或失望
或心满意足的叹息。

谁的人生不是一场单程旅行呢？从出生
到死亡，从人生的起点抵达人生的终点，每个人
都在一列名为“人生”的列车上，进行一段独属
于自己的旅程。有的人喜欢长途跋涉，要看尽
能看到的所有风景；有的人出发不久，就为了某

种目的或使命，或者是独特的风景而提前下
车。谁也无法用旅途的长短来定义一个人是
否幸福，只要自己认为值得，那就一定是生命
最好的安排。虽然你的出发可能是别人的抵
达，而你的抵达是别人的出发。在人生的这场
大的旅途中，我们可以乘坐高铁不停地出发和
抵达，直到有一天，你把自己定格在某个地方。

我们之所以不停地出发，是因为外面世界
对我们具有无穷的诱惑，身体里的流浪因子渴
望去探索与经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看向无
限外部世界和内在的窗口，西站旁边的聊城之
窗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高铁的通行，让世界
瞬间缩小。高铁为聊城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
的窗子，也为五湖四海的人开启了一扇看聊城
历史文化与发展的窗子。

现在每天都在关注聊城西站的动态，关心
它的每一点进展，总想第一时间了解高铁通车
的具体时刻，以后，我将从这里不停地出发，不
停地抵达。

我对妞说，等着我，我会乘坐聊城的第一
列高铁，带着“妈妈牌”美食去看你。

她说，妈，看我们谁先买上票，说不定是我
先坐上高铁回家去看你呢。

出发与抵达
■ 李晶

我生长在一个北方小城，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外地，找到一份铁路巡线员的工作。我
爱深秋时分的铁路，两侧的黄栌红得像火，中
间的铁道线白得闪光，绿皮火车远远地从两
团火里蠕动过来，偶尔卷起的落叶，缓缓飘落
在路肩下的黄草堆里。落叶飘起又飘落的身
影，总会莫名地引发我对父母的思念。刚上
班时，家乡不通火车，乘坐汽车要几经周转，
甚是不便。思念累积，就给父母写信。那时
候的思念慢得就像白云悠悠，落叶飘零。

后来，家乡通了火车。我开始频繁乘火
车往来于工作地和家乡，就考虑着怎样打发
旅途时光。在身边朋友的影响下，我参加了
成人高考，一本本厚厚的专业书，很多都是在
旅途中啃完的。最终，自己被心仪的学校录
取，几年后也结了婚。

那时的我，和家乡之间仍隔着一条长长
的铁道线，只不过线的那一端多了盼我回家
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每每坐在回家的火车
上，我都期盼着火车可以开快一点，好尽快见
到他们。旅途中，从与家人煲电话粥，到现在
微信、视频，聊天的内容无外乎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健康，有时也会谈到谁家买了房，购了
车。这些内容，让我感觉物质在丰富，生活节
奏在加快，眼前这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老
节奏该结束了。

天遂人愿，终于在孩子快上大学时，我调
回了家乡工作。这时的中国铁路已实施了轰
轰烈烈的六次大提速，客车速度由之前的平
均每小时50千米升至250千米，中国从此迎
来了“高铁时代”！

回家后的工作更加忙碌了。火车提速，

对安全的要求倍加严格，加班就成了家常便
饭。春运、暑运、黄金周，像转盘上的刻度一
样，指挥着我们铁路人如秒针一样不停旋
转。每每听到社会对铁路进步的赞誉，看到
中国铁路作为“国家名片”向全球展示，总感
觉这份荣耀属于每位铁路人。高铁让距离变
近了，微信、支付宝让财富流转加快了。快，
似乎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一天，父亲问我，咱
聊城啥时候通高铁啊？我突然意识到，高铁
承载着多少家乡人出行的愿望、多少家乡人
融入新时代的心愿啊！我告诉他：今年，聊城
就要通高铁了！

木心先生在《从前慢》的诗里说：“从前的
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而如今常见
的状况却是，车和邮件越来越快。如果在冬
季里乘坐高铁，从冰天雪地的北京到繁花似
锦的广州，半天不到即可抵达，速度快得夸张
到连脱去棉衣的时间都窘迫。回顾自己与铁
路的缘分，在我心中，它始终与我的家乡、与
我的家人紧密相连，无论快慢，我的一生只想
爱着它。

从前慢
■ 齐胜

不是我一个人，也不仅仅是今天
漫长的等待，如鲁西平原上那些蜿蜒的河流
曲折前行，历经险阻
伴随着千百年出门难，行路苦的长歌
伴随着吱吱扭扭老牛车的节奏
压痛了几代人的脊背

光岳楼在等，山陕会馆在等
京杭大运河的纤绳和风帆在等
还有那坡里闪亮的长矛，张自忠悲怆的慨叹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军号，季羡林深情的眷念
李苦禅伫望的雄鹰，孔繁森栽下的那大片白杨
亟待开发和开放的原野，渴望发展和繁荣的城乡
海源阁屏住呼吸、大京九也在侧耳谛听
望眼欲穿，等那一条神奇的巨龙飞临
让振奋人心的汽笛唱响太久太久的向往
站城一体 拥有国内无数第一
崛起的高铁新城诉说诚挚的迎迓
济郑 聊邯长 京雄商
建设者口中，这些名词透着豪迈诗意
从自惭形秽的无，到四通八达的网
那一扇大大的聊城之窗 装得下所有向往

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望穿秋水
这是一座城市在庄严等待一个时代的到来
没看到铁轨上试车的机车
就已经拥有了做首批乘客的热望
憧憬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油然想起鲜花、泪花、掌声和孩子的雀跃
当蓄势待发的热土，后来居上的家乡
终于搭上复兴号的快车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从此，世界和聊城双向奔赴，深情相拥
以风驰电掣的姿态追逐伟大的梦想
奔向星辰大海，地久天长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望穿秋水

■ 高杉

济郑高铁的开通，对于每日都有无数高铁
列车纵横穿梭的大城市来说，只是又多了一条
线路而已，但对处于济南、郑州两大北方省会
之间的聊城而言，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标志性
事件——这座城市就此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高铁时代”的到来，对聊城的意义丝毫不
亚于1996年京九铁路的开通，亦不亚于数百
年前会通河的凿通使聊城进入“运河时代”。

在古代，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条沟通南北的
交通大动脉，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关键是，这高
速公路还只有这一条，别无分路，无论物资还是
人员，要想快速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都必须经
由此路。也正是从那时起，地处鲁西平原的聊
城，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文化兴旺发达地区。

了解了聊城昔日的繁华，也就明白了今天
的聊城对铁路的渴望之强烈。

1996年，京九铁路贯通，结束了聊城没有
大铁路的历史。那是京杭大运河断航百余年
后，聊城交通史上迎来的最大喜事。

喜到什么程度呢？
1996年9月1日，天还没亮，十里八乡的

人们就跑到铁路边，看第一列火车进站。现场
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真的是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聊城火车站都是
聊城人必去的地方，其热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
今天的“网红打卡地”。

开通之前，正在聊城上高中的我，也在学
校的组织下，跑去京九铁路工地上参加了一次
义务劳动。具体做的什么忘了，只记得当时铁
轨还没铺上，路基还是一片黄土，我们的义务
劳动也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到此一游”，但所
有人都感觉既新鲜又兴奋。

大学毕业后到青岛工作，回聊城只能挤一
辆到曹县的绿皮火车，晃荡上七八个小时才能
到达聊城。儿子出生那天，我就是坐着绿皮
车，站在车厢连接处，心情忐忑地晃到聊城，赶
去迎接他的出生。

足够久的路上时间，给了我足够多的时间
酝酿情绪、畅想未来，但也让我体会了十足的
煎熬与心焦。相信有很多在乡或在外的聊城
人，都曾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体验过类似的

心焦。
同样的心焦，一定也曾让无数聊城人心中

升起过对高铁通达家乡的强烈渴望。今日回
乡，虽然已经有了更多选择，比如越来越密的
高速路网。但高铁的安全、速度和便捷，仍然
留给人无尽的畅想。

更何况，于一座城市而言，伴随高铁而来
的，并不仅仅是出行的便利那么简单。

对铁路的渴望，源自对过往历史的追忆，
更来自对再度复兴的渴望。

迈入“高铁时代”的聊城，向东30分钟可到
济南、90分钟可达青岛；向西60分钟可到郑州，
并在那里连接起陇海客运专线，直通陕甘疆。

格局打开得更大一些，高铁的开通，东西
方向，可以使聊城进一步连接济南都市圈、郑
州都市圈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南
北方向，可以使聊城进一步连接华北、华南的
广大区域，成为人才、物资高速运转链条上的
重要一环。

在高铁的带动下，会有更多的投资和人才
资源来到聊城，使这座城市的投资创业活力愈

发强劲，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促进商
业地产、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行业的快速发
展，并为聊城人提供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
会。

预计于 2026 年建成的京雄商高铁通车
后，聊城还将成为南北高铁枢纽。而正在规划
的聊城到邯郸城际铁路（在山东省内被称作鲁
中高铁，跨省之后称作聊邯长高铁），将由山东
腹部向西通往河北邯郸、山西长治。

向东，拥有胶济线和鲁中通道两条发展走
廊，向西，拥有两条贯穿黄河流域的高铁线路，
这是聊城高铁的未来，这里面更有聊城高速发
展的未来。

聊城古城中心，已经静静伫立数百年的光
岳楼，曾经见证过这座城市的兴盛与繁华，亦
见证过大运河竭后的破败与寂寥。

从舟楫往来，到高铁穿梭，换的是时代和
人间，不变的是聊城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巍峨依旧的光岳楼，正在见证“高铁
时代”聊城的再度兴盛，见证江北水城的高质
量复兴。

从舟楫往来进入“高铁时代”
■ 张楠之

———坐着高铁来聊城—坐着高铁来聊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