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8日，我们聊城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地
驶入“高铁时代”！

周末，我和爱人带上美酒和佳肴，带着这个振奋人
心的好消息，兴冲冲回老家，一家人欢聚一堂，把酒话
高铁谈远方。

“咱家门口有了高铁站，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
着，今后我们从聊城到济南只需30分钟，以后晴晴（侄
女）若在济南上学，咱们包饺子煮熟送去，到那儿还热
乎呢。”说起高铁给我们出行带来的快捷便利，我激动
得红了脸。一杯酒刚下肚的父亲，更是红光满面，抚今
追昔，他感慨地说起了那辆闲置在车棚一角的自行车。

这是一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永久牌自行
车，来我们家近四十年了，见证了我们家的地排车、摩
托车、三轮车、拖拉机、小轿车的更新换代，风里来雨里
去，为一家人的出行立下了汗马功劳。虽早已闲置，父
亲却总也舍不得把它当破烂卖掉，隔段时间就赶出它
来，擦擦车身弄弄车轮，在门前骑着转两圈。这辆自行
车来之不易，是从济南的二手自行车交易市场淘的。

当初为买辆自行车，父亲和同村几位兄弟背着干粮，徒
步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济南后，每个人的双脚都磨出了
血泡。当时手心里的一分钱都能攥出汗来，几个人挑
选到各自心仪的二手自行车后，如跨上心爱的骏马一
般，一路上引吭高歌，比起去时的双脚步行，回家的速
度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仅用了七八个小时就到家
了。那现在从聊城到济南仅用30分钟，这高铁速度该
怎样形容呢？风驰电掣！晴晴来了个嘎嘣脆的抢答，
这精准的比喻获得满堂喝彩。她乘兴给大家倒满了杯
中酒，对我父亲撒娇道，过几天咱们坐上高铁去济南，
让您感受下什么是风驰电掣，和您的宝贝自行车比一
比，看看哪个好。

一向严肃的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我说何止是济南，
我们要带您去青岛看大海，去西安吃羊肉泡馍，南到昆
明，北到沈阳，您想去哪里玩，随时都能去。

这时，家庭微信群里五百公里外的妹妹发起了群
聊视频，三百公里外的女儿也加入进来，当然都是围绕
聊城高铁站开门迎客的话题。女儿看着满桌子的美味

佳肴馋得不得了，说下周末要坐上直达的高铁，回来吃
姥爷烧的糖醋鱼，吃姥娘包的茴香苗猪肉饺子，以后家
里做好吃的可别忘了提前给她说一声，她一小时就能
到家了。妹妹早已查好了回来的直达路线，比以前省
了很多时间。明年春节他们一家四口回来过年时，再
也不用为一路拽着行李箱反复换乘而烦恼了。

作协文友群里，连绵涌动着写给聊城高铁西站的
美丽诗篇。有即兴口占的古韵新声，有一唱三叹的反
复吟咏，无不激情澎湃，满怀憧憬。聊城高铁梦的实
现，为我们奔赴诗和远方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文友们
可以随时坐上高铁，谈笑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游
遍祖国的美丽河山，洞察风土人情，让眼界更宽广，让
心胸更辽阔，让思想更接地气，用一腔热爱和生花妙笔
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奋力书写锦绣华章。

高铁来到家门口，把速度和激情注入了鲁西大地
的脉动。我们聊城，这座历史悠久物华天宝的江北水
城，将以更矫健的步伐奋勇前行，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提
升，向慕名而来的八方来客呈现更加蓬勃美丽的姿容。

高铁来到家门口高铁来到家门口
■ 丁杰

在聊城人心心念念间，2023年12月8日，济郑高铁
山东段正式开通。山东段共设五站，聊城独占其三，何
其幸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聊城东郊一个小村
子，直到16岁考上师范，才第一次走出聊城，和同学爬
了一次泰山。1997年暑假，我第二次走出聊城，和同事
北京一游。当时的新奇、激动至今难忘，一同难忘的还
有出行的艰难：长途公交车拥挤颠簸，火车拥挤更甚，
速度慢得让你感觉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蜗牛壳里，时
间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

后来，慢慢变好了，好得超出期待：自行车、摩托
车、小轿车更新迭代，公共交通铁路网、高速路、飞机
场、动车组、和谐号、复兴号推陈出新，人们出行更加便
捷，条件更加优越，感觉更加舒适。存在决定意识，交
通速度的提升，相对缩短了时空距离，济南已是近邻，
北京只是短程。交通的巨大变化印证了民族复兴的伟
大进程，当然，随着这一伟大进程进步的不仅仅是交
通，不仅仅是聊城。

曾经，当高铁时代呼啸而来，我们投去艳羡的目
光，偶尔辗转地乘坐高铁，享受其快捷、平稳、舒适之
余，暗暗思忖：我们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能拥有高铁站
呢？相比一般火车的慢、飞机的贵，高铁多么契合大众
期待的高性价比呀！重要的是，随着进入全国的高铁
网，聊城将以更快捷的速度融入全国经济大动脉，更方
便地汲取营养，更有力地发展成长。

多年梦想，一朝梦圆，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为这
一天的到来，聊城的建设者们展现出快节奏与高效率，
聊城的“高铁时代”方得以如约而来。长龙般的列车飞
速驶来，裹挟着时代之风拂过每个聊城人的脸颊，我们
都如沐春风，而可爱可敬的建设者们当如饮甘醴。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兴百业兴。今天，以高铁正式
开通为标志，聊城步入一个新时代，聊城的发展将更加
蓬勃旺盛，一定能给“走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的问
卷写就一个精彩的答案。

作为一名70后，同龄人交流，大多有一同感，那就
是我们这代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巨大的变化，而

且是越来越好，非常幸运。如今的高铁，又是一个力
证。其实，更广阔的背景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短短
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令世人惊
艳的中国奇迹。只要团结实干，中国人巨大的潜力就
能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这就是我们的自信之源。

高铁的开通，也让我想起一个老话题：快与慢的关
系。是的，现在我们的脚步更快了，不过有时也可以慢
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走得太远太快，或许会忘记
当初为什么出发，只将到达目的地作为唯一的目标，错
过风景。你可以考虑乘坐高铁快速到达一个向往之
地，然后慢慢走，慢慢体验，慢慢欣赏。

欣赏着一个个小视频，我仿佛身临其境，隆重而简
朴的开通仪式振奋人心。我仿佛看到一只古老的凤凰
又焕发新生，正奋力振翅高飞，凤鸣九天的日子不远
了。

人啊，总是不知足，作为一个普通的聊城人，我又
在偷偷地想：今天，高铁来了，机场还会远吗？

老凤振新羽
■ 孙殿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去济南。去济南须先
到聊城，再坐长途客车。那时候，我正在一所农中教
书。要坐客车，需要步行五里地，到镇上。镇上有一个
汽车站。其实，就是在路边上竖着一块木牌。等车的
人，站在路边上，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等一辆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到的客车。鉴于一向等车之难，倒不如
骑一辆自行车，直接到聊城汽车站，还省了七毛钱的车
票钱。

在镇上的人看来，聊城很远，济南更远。去聊城不
易，去济南更难。可是，父亲病了，乡里和县里都看不
好。我决定陪着父亲到济南去。头一天晚上，母亲就
蒸好了一锅馒头。第二天一早，天还亮着星星呢，我们
便出发了。赶到聊城汽车站，坐上十点钟去济南的汽
车。

二百多里地呢。狭窄的柏油路坑洼不平，正常的
话，到济南也要四五个小时。正是旱季，黄河上的浮桥
还在。汽车直接从浮桥上过去。可刚过了黄河大堤，
汽车就抛锚了。司机戴着油腻腻的线手套，握着一把
大扳手下去，钻到车底下敲敲打打。修了好久，汽车终
于又开动起来。从汽车上下来，再找到医院，竟是黄昏
了。这一趟济南之行，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因为父
亲的病，也因为疲惫，或者还有对陌生之地的隔膜，我
的第一次济南之行，又沉重，又慌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牡丹江。
那时候，京九铁路刚刚开通。远在东北的大哥打

电话来，说聊城也通火车了是吧。我说是啊。大哥十
六岁闯关东，每次通信，都给我传递着东北大森林的邀
请。现在，聊城也通上火车了，还等什么呢。我特意选
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火车在铁路线上跑了三天。我在
窗口望了三天。沿途，那些我早已耳熟能详的山川河
流，一座一座大都市，一路呼啸着，扑面而来。我想起
大哥给我讲述他闯东北的经历。当年，是由他的好友
庆忠，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他，先到禹城，再上火车。那
时候到禹城，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两个少年，共一
辆自行车，骑一百多里的土路，这件事，搁到现在的孩
子，怕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我跟大哥说，将来，要是火
车也能跟飞机一样，再快一点儿，就好了。那到牡丹
江，也像出门赶个集市一样，那就可以想来就来，想走
就走。我大哥说，太好了。

后来，以聊城为中间站的济邯铁路也通车了。从
聊城到济南，到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也相继开通。那
时候，我已调到城里的一所学校。单位组织教师去济
南学习。我们多是一早出发，坐上火车，或是租一辆大
巴，两个多小时，十点钟之前，已经坐到人家的教室里
去听一堂课。感觉上，到济南的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
长了。

2013年，家里新添了一辆轿车。去济南就更方便
了。到了周末，几位同伴相约，自驾出行，到济南的大
明湖公园，或者到千佛山去爬山。也能当天跑回来。
到济南的路越来越短了。

2023年里，最让聊城人激动的一件事，是济郑高铁
的通车。高铁站还在建设当中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去
看过。工地上，脚手架林立，起吊机、打桩机，各种运输
车辆发出巨大的轰鸣，好像是也在回应着聊城人心里
急切的期待。

再一次去，宏伟气派的高铁站已经巍然矗立。凯
旋门似的大楼、宽敞的候车大厅已经整饰一新，准备迎
接客人。一列待发的复兴号列车停在站台前，好像随
时等待着号令。这条高铁的时速达到350公里，已经堪
与飞机媲美了。坐高铁到济南，30分钟；到郑州，一个
半小时。

我拨通大哥的电话。
聊城通高铁了。这一回，火车跑得真要跟飞机一

样快了。从聊城到牡丹江，也就十个小时吧。
我大哥的耳朵有点背了。我嫂子在一旁接过话头

去。
那可太好了！兄弟你来吧。你二侄子刚开了一个

饭庄，我让他备下小鸡炖蘑菇。你下火车到家，保准菜
还是热的。

悄悄变短的距离
■ 谭登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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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的我
坐在自行车大梁上
爸爸推着车
不远就能看到多彩的田野

少年的我
扛着笨重的行李
跟妈妈坐火车
老家老屋里
有慈祥的外婆

上班之后的我
与妻子坐单位组织的大巴车
去上海苏杭
青春的洒脱就是一首歌

女儿大学毕业时的我
发现我的爸爸妈妈
正小心翼翼地骑一辆四轮车
很慢很慢
我开车出门时
爸爸妈妈总嘱咐
慢点慢点

2023年底的我
要送我的女儿坐高铁
女儿说
有了高铁
路途再远也不觉得
以后回家
再也不用接

我送女儿
坐高铁

■ 刘学

光岳楼的雄峙，山陕会馆的宁静
摩天轮上，看莲叶无穷碧
荷花分外红，我看到一湖蓝汪汪的水
抱着一座城打坐沉思
春天花香十里，夏日玉米吐缨
冬日高高的白杨树，裸露着朴拙的鸟巢
秋天，立交桥上，我看到万亩良田
抱着万家烟火的犬吠鸡鸣

高铁来了，鹰的羽翼尖上
抟过托举直上的风
黄河摆尾的地方，广阔的黄土地
每一条道路都是河流
每条河流都流向远方
给聊城一个新的速度
一切便随着铁轨的延展而打开
打开我们的格局，打开我们的臂膊
打开百业俱兴经济腾飞的翅膀

燃烧如火的热情，去拥抱
拥抱七彩的梦想，八方的来客
拥抱聊城发展的新时代，高铁来了
听欢呼的声音，年轻的浪潮：
学子，电商，网红……堪慰乡愁堪解民忧
每一列车头，都是呼啸的梭子鱼
每一列动车，都是游动的长龙

想象历史上某个时刻，京杭大运河的帆樯
留下多少南来北往的传说
车辚辚马萧萧，迢迢驿路
景春问道孟子，仲连射书，重耳霸业
高铁的路基，掩着历史的车辙
东成西就，书写一部万古《春秋》
高铁来到家门口，坐上动车，说走就走

早晨站在天安门广场
倾听祖国心跳的声音
晚上坐在香港的会场，感受海风的清凉
九寨沟的山清水秀
彩云之南的花草芬芳，青海湖澄澈又忧郁
哈尔滨的冰雕，羊城的花潮
驼铃声声摇响河西走廊

雪山、草原、林海、云雾、瀑泉
北国的豪放，江南的婉约，古镇的幽静
椰风、沙滩、仙人掌
普陀的晚钟，南海的潮音
我要随着高铁，转过每一道弯
行过每一条桥，爬过每一座山
走过每一条路，播诗意的种子
在歌吟的长途
像《诗经》一样，像《楚辞》一样

坐上高铁
说走就走

■ 李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