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宁申报收入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

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去
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

１９１８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
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

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

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

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

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

况。

收到邦契－布鲁耶维
奇提交的资料后，９月 ２０
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

了说明。说明不长，现引录

如下：

“我 １９１８年的收入包
括以下两项：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

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

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

１９１８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
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

上。

“稿费：我定期从负责

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

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

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
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

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

关人员签名的、根据 １９１８
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

的证明。

“补充：实物收入是，

年初在斯莫尔尼宫牗彼得格
勒牘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
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

在克里姆林宫 牗莫斯科牘内
得到一套住房，内有 ４个
房间，１个厨房和 １个保姆
间 牗家庭人口———３口人，
加上一个保姆牘。这套住房
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

清楚。”

从列宁本人写的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

了 ３个项目：薪金、稿费和
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薪金：９６８３卢布３３戈比。
“稿费：１５０００卢布。
“住房：１套共 ４间，加

１间厨房和１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

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

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

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

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

“无”。

这就是列宁在 １９１８
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

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１９１７年 １２月 １日，人
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

民委员 牗相当于政府部长牘
每月最高薪金为 ５００卢
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

子女加１００卢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

资 高 ，１９１８年 收 入 为

１５０００卢布。这完全是他劳
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

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

写，而不是由秘书或者写

作班子代笔的。

列宁执政期间，在分

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

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

没有实行高薪制。

斯大林推行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 １９２２年 ４
月斯大林牗１８７９－１９５３牘担任
总书记以后。

这年 ８月，党的第 １２
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

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

况。“党的指挥人员”起初

确定为 １５２３５人，包括中
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

省团委干部、县委牗或区委牘
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

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

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

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

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

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

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

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

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

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

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

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１９２２年 ７月，中
央组织局通过 “关于改善

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

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

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

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

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

的月工资为 ３００卢布，中
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

省委书记为 ４３０卢布。在
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

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

当。同时规定，有３名家庭
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

提高 ５０％，有兼职工作的
加 ５０％的工资。高工资的
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

６４５卢布起征。斯大林作为
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 ４３０
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

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

５０％。而１９２２年夏，工人的
平均月工资约为１０卢布。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

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

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

庭成员还获取党提供的粮

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

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

通工具。

１９３２年，斯大林废除
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

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

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

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

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

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

致如下内容的便条：“卡巴

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

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

记你的。”

斯大林挣多少钱

２００３年 １月俄《总结》
周刊发表一篇文章 《从工

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

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

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

月工资如下：

１９２１年到 １９３５年为
２２５卢布。１９３５年 ５００卢
布。１９３６年翻一番，１２００

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

资的 ５倍。卫国战争末期
为 ２０００卢布。１９４７年底，
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

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

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

资加到 １００００卢布，其他
领导人的工资则为 ８０００
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

工资为 ４８０卢布，最低工
资为２２０卢布。文中１９２１－
１９３５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
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

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

文 １９２２年规定的 ４３０卢
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

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

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

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

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

“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

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

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

１－２倍。这一制度，直到
１９５６年才被赫鲁晓夫取
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上

个世纪 ３０年代初开始，工
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

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

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

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

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

拉娜回忆说，１９４７年货币
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

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

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

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

或者物价是多少。直到晚

年，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

老金来，知道他起先每月

养老金是 １２０卢布，１９６７
年提到 ２５０卢布，后来又
增加到３００卢布。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

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

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

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

巴黎公社的理想，自己也

曾身体力行。

摘自《旧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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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白鹿原》两代

恩怨，五载灞柳居十年苦

寒。”

这句话大家一看就知

道是写给谁的。我与陈忠

实的私交一直很好，我敬

重他的文章，他看重我的

书法 （陈老师也很擅长书

法，尽管他常说他的书法

是“用毛笔写成的字”）；我

喜欢吃陕北饭，他也喜欢，

于是我们便经常在荞麦园

碰面，有时还很亲密地聊

上一通；我们又是住在同

一条街上，相隔不过百米

左右 （他在高桂滋公馆里

办公，我在张学良公馆隔

壁居住），更重要的是他是

省政协常委，我是省政协

工作人员，政协工作人员

是为委员服务的，所以他

又是我的服务对象。我们

在一起也仿佛有共同语

言———我喜欢与他说文学

（有一年我在陕北陪父母，

将他的《白鹿原》细读了两

遍），他喜欢与我说书法，

我尤其欢迎他到我的办公

室来写字，他的字可以卖

钱，即兴挥毫留下几幅，我

便瞅机会换点银子，权当

是他给我的红包。

不过，这样的友谊只

是近几年才建立起来的。

路遥活着的时候，我并不

认识陈忠实，关于他的一

些情况，我多从路遥口里

知道。他说陈忠实文学功

底深厚，写作实践长，又有

关中“愣娃”劲儿，能下死

苦。因此路遥说，他要在作

协站住脚，仅有几个短东

西不行 （其时路遥已经发

了几个中篇，尤以《人生》

著名），一定要回陕北，写

点像样的东西。所谓像样

的东西，就是后来的《平凡

的世界》。路遥是一个想到

并能做到的人，他因此而

在陕北沉寂 ６年，《平凡的

世界》最终获茅盾文学

奖。

应该说，路遥是陈忠

实的真正知音，他对陈忠

实的看法有着十二分的准

确，而陈忠实这时也正如

路遥所说，坠入一种万般

痛苦之中。陈忠实其时已

写出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短篇小说连续获两次全国

文学奖。但这一切，在路遥

的《人生》面前，都已相形

见绌、黯然失色了。《人生》

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并被

吴天明拍成电影，一时间

红遍了中国。人们来作协，

都不找别人了，好像作协

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路

遥！陈忠实后来说，他在作

协简直成了一个指路的人

了。只要你出现在作协门

口，就会碰见找路遥的人

问你：路遥在哪儿？怎么

走？你就要告诉他。常常是

一个回答完了，转身又是

一个。作为一个作家，你是

无法忍受这种状况的。陈

忠实因此而回到了他的家

乡，回到了妻子身边———

妻子其时是农村户口，养

一群下蛋的母鸡。

这情形很有点越王勾

践的悲壮。每天清晨起来，

喝一碗包谷粥，吃两个白

馍，便开始创作。没有灵感

就泡一杯浓茶，写到高兴

处就吼秦腔，一章写完，满

村找人下棋，楚河汉界的

厮杀，犹如方格文字的铺

排，陈忠实说，那是他当时

最简单也是最快乐地休

闲。整整五年过去了，一本

一本摞起来，字字心血，满

篇真言。陈忠实高兴了，几

年心血没有白费，赖好有

了这么堆东西，但他还是

不能释怀。作品是写出来

了，然而能否出版，能否

“打响”都还是未知数。他

因此对妻子说：“五年来，

我就弄下这么一堆东西，

现在我把它带到西安去，

打响了，回来接你们娘儿

几个到城市里去生活；打

不响，一把火烧掉，回来跟

你一起养鸡！”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

道了，陈忠实怀里的那一

堆东西叫《白鹿原》，抱到

西安后，不仅“打响”了，而

且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作协

副主席）。老子在《道德经》

中讲：“天之道，其犹张弓

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

之。”人生的事情大致如

此。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获茅盾文学奖后，很快被

有关部门内定为省作协主

席。路遥其时摩拳擦掌，大

有一番宏图再展的构想，

然而天不假年，不久便被

肝病打倒，去时年仅 ４４
岁。

路遥死后，蛰居五年

的陈忠实怀抱《白鹿原》回

到西安，成为作协主席的

最佳人选。我对陈忠实说：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当年满清与李自成开

了一个玩笑，现在你又与

路遥开了一个玩笑。”陈忠

实听后突然不语，老半天

才说：“从人的良知来讲，

我倒真不希望是这样一个

结果。作协主席的位子是

什么，实在是身外之物。我

当初写作《白鹿原》，只是

觉得在那样的一种形势

下，我应该有一部大部头

作品、好作品，至于其他，

那只是意外的事情。我想

路遥当时创作 《平凡的世

界》，也应该是这样的心

情。”

陈忠实的话让我默

然，也有些自愧，觉得这个

玩笑开得有些过头。是的，

人世间的争斗大多发生在

“享乐”之时，而“患难”之

时更多的却是 “谦让、团

结”。陈忠实在以后的日子

里，似乎一直葆有这样一

种风度，做人十分低调，也

很讲究。

前不久，省作协换届，

陈忠实辞去作协主席的职

务。我本想给陈忠实打个

电话，但终于没有。陈忠实

早已到了通达圆融的境

界，“去留肝胆两昆仑”，当

“主席”的时候是个 “意

外”，辞职的时候更多的是

自觉，我何必要画蛇添足

呢！

摘自《西安晚报》

当我们困惑于时代的

花里胡哨而忘记了永恒时，

当我们厌倦了周围的嘈杂

算计而急欲抽身离去时，我

们太需要一个“哲学家的小

木屋”来安顿我们漂泊迷茫

的灵魂！

一直神往海德格尔的

小木屋！

１９２２年，在弗莱堡大
学任讲师和胡塞尔的助教

的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购

得一小块地，请人并自己也

亲自动手在那里修建了一

个十分简陋的小木屋。从那

时起，“托特瑙山就成了他

退身于世界之外时的居所，

也是他哲学思考的冲锋高

地。”每当有空闲时，海德

格尔就到他的小木屋去思

考和工作，他的许多重要著

作就是在这个小木屋里写

就的。

不曾有机会亲眼见见

这个神奇的小木屋，但看过

这个小木屋的照片，诗人王

家新描述：“小木屋的背后，

是苍翠古老、随着山势起伏

的黑森林边缘；小屋左侧的

山坡，是冬季的滑雪胜地；

小屋以下及对面晴朗的远

方，整个狭长幽深的谷底和

点缀着三五农家乡舍的开

阔山坡，则在一种磅礴的精

神大气中呈现。”如此高远、

幽深、宁静、孤独的居所，焉

得不催生哲学之“思”？

哲学是孤独和宁静的

学问。喧哗闹热可以讨论

“在场的东西”，譬如关于经

济、关于社会问题。但若要

思考“不在场的东西”，譬如

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

宇宙的本源，则必须要“走

你的孤独之路”，栖身于与

宇宙、上帝、灵魂浑然一体

的氛围里。

现今要找一个高远、幽

深、宁静、孤独的栖身之地

谈何容易！哲学家们早已告

别坐冷板凳的时代，进入一

个空前喧嚣鼓噪的世界。他

们满世界飞来飞去，或作报

告、或跑课题、评奖项、发文

章、出专著……

一个身心不能独处、不

能宁静的人“不复与本源为

邻”（荷尔德林语），因而也

就不可能有思想！常言道，

文如其人，其实，文也如境。

境不幽、不静，其文也就难

免落俗。故有人称，现在是

“用最好的纸出废书”！

“哲学家的小木屋”在

我已然成为一种境界、一种

精神！一种如同现象学家胡

塞尔那样能够长达数十年

甘于寂寞、远离名利，在一

种宁静退隐状态下一再献

身于哲学问题的境界和精

神。胡塞尔曾有近十年的时

间“几乎什么也没有发表”，

他把自己独立于所有的外

在的东西，积聚全部的思想

能量，去冲刺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宏大哲学理论：现象

学。这要是发生在今天，一

定不可思议。在量化考评风

行的今天，一个教授如果十

年没有成果问世，那他就只

有下岗。

胡塞尔有一句话，令我

读后久不能平静：“我们切

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

恒。”

时代的诱惑太多了！而

永恒能值几个钱？

当我们困惑于时代的

花里胡哨而忘记了永恒时，

当我们厌倦了周围的嘈杂

算计而急欲抽身离去时，我

们太需要一个“哲学家的小

木屋”来安顿我们漂泊迷茫

的灵魂！

这个小木屋一定要建

在乡野，最好是像海德格尔

那样建在苍翠古老的森林

边缘。支撑屋子的木头和板

壁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屋子

里简朴宁静，质朴的书桌旁

陈放着一排排自己喜爱的

书。小木屋的外面流淌着潺

潺清泉，泉边开着不知名的

野花。顺着清泉，一条小径

通向森林的深处……

摘自《散文》

易卜生这位 １８２８年 ３
月 ２０日出生于挪威的戏剧
家、诗人，一生写下大量的

作品，尤以《玩偶之家》（又

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爱的喜剧》、《觊觎王位的

人》等剧本为他赢得巨大声

誉，他用作品谴责资本主义

社会的丑恶现实牞痛斥宗教
道德，自己却也有着极为吝

啬的畸形一生。

当这位作家因大量作品

而渐渐走红，生活日益滋润

时，竟有４０年不曾与贫穷的
父亲联系过，他在写给舅舅

的信中为自己辩解，其主要原

因竟然是家庭已败落，而他正

在越来越好，怕家庭成员拖他

的后腿。他越是富有，就越是

不愿意与家人接触，因为家人

都是需要他帮助的人。

易卜生的吝啬令人心

寒，他有个跛足的弟弟，尼

古莱·亚历山大，生活极其

窘困，但是他却从未帮助过

他。他的另一位弟弟奥勒·

派于斯，先后干过水手、小

店主和灯塔看守人，用极微

薄的收入艰难地养活着苍

老的父亲，却从未得到过易

卜生的帮助。他的家人们先

后在贫困中凄凉地死去。

易卜生不仅对自己的

家人冷漠、吝啬，对自己的

情人与儿子也同样一毛不

拔。１８４６年，１８岁的易卜生
在一家药房做工，与那儿一

位比他大 １０岁的女仆艾尔
丝·索菲金斯达特私通，生

下一个男孩汉斯·雅各布·

亨利克森，易卜生居然从不

过问他们的生活，未支付过

分文生活费用，直到艾尔

丝·索菲金斯达特眼睛瞎了

后，凄凉地死去。

汉斯·雅各布过着贫困

的生活，这位有着与易卜生

令人惊奇的相似面貌的私

生子，在生活实在过不下去

时，寻求父亲的帮助。身无

分文的汉斯·雅各布敲开易

卜生的寓所房门时，易卜生

也被门前与自己 “一模一

样”的人惊住了，他不得不

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即使

如此，易卜生也只是极其吝

啬地掏出 ５个克朗扔给汉
斯·雅各布，并对他说：“这

是给你母亲的，它对你们来

说已足够了！”易卜生并不

知道此时汉斯·雅各布的母

亲已与世长辞。从此，这对

父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果说汉斯·雅各布是

私生子得不到易卜生的关

爱的话，那么他的婚生子西

居尔也并未得到过易卜生

真正的疼爱。在易卜生大量

的财富收入中，他把三分之

二以上的金钱用来投资，过

着极为俭朴的生活，当他的

儿子西居尔问他这是为什

么时，易卜生的回答简单而

又直接：“睡得好而吃得不

好比吃得好而睡得不好

强。”赤裸裸地表明了他真

实的冷漠、吝啬心态，在他

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任

何亲人，并且从不关心别

人。以至于西居尔把易卜生

与他母亲的婚姻关系比喻

为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从无亲情的垂顾。

在易卜生的心中，只有

自己是最值得牵挂的，而能

让自己“睡得好”的最佳方式

就是聚敛大量的财富以使自

己安心，至于亲情，并不在他

的眷顾之列。他虽然一生都

在批判人性的冷漠，却从未

涉及到自己的自私与无情。

不知他是否知道，再多的金

钱，倘若脱离了亲情、爱、善

良等人性的情感滋润，也就

只是冷冰冰的一堆财富符号

而已。他对金钱的看重，对亲

情的冷漠，让读者在阅读他

的作品时，感到吝啬的易卜

生已沦为自己嘲笑的靶子。

摘自《青岛日报》

最近，梭罗的一句话

常常回响在耳边，他说：看

四季的轮回难道就不算是

一种职业吗？这个想法总

是容易被人当作玩笑，难

以认真对待。

人们之所以不想认真

对待他的话有几个原因：

第一，以此为职业，靠

什么吃饭？这是大多数人

无法正式考虑他的建议的

原因。可是，现在有一批人

已经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这些人就可以认真考虑他

的建议了。

第二，不工作人活着还

有什么意义？无论是社会主

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作

的价值都是绝对的，在日本，

甚至有很多人干到过劳死。

好像不工作的人就是坏人，

是行尸走肉，生命就没有了

意义。可是工作的生命就是

有意义的生命吗？从已经在

这个地球上活过并死去的亿

万人的生命看，工作的人（如

奴隶）与不工作的人 （如贵

族）相比，其生命并非更有意

义或更无意义。感觉上前者

的生命如果和后者有什么区

别，只是更艰辛、更单调无

趣、更可怜一些而已。

第三，如果什么痕迹都

没有留下来，活过与没活过

又有什么区别呢？梭罗的职

业虽然是在山野中观察四

季的轮回，但是他毕竟留下

了著作。我们可以只选择这

个职业而不留任何痕迹吗？

这真的可以是人生的一种

选择吗？我现在倾向于认

可。原因在于，所有已经留

下痕迹的人和他们所留的

痕迹最终还是会灰飞烟灭。

所以如果才力不够，留不下

什么痕迹也不要紧，也可以

做这个选择。

想清楚之后，我准备正

式考虑梭罗的建议，将观察

四季的轮回当作自己新的

职业。当然，还有一点技术

上的困难———我要在五年

之后才退休，这个新职业要

到那时才能真正实行。但是

也不排除在精神上从此时

此刻开始实行的可能性。

摘自 《以温柔优雅的

态度生活》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１６日 １０
时 ４５分，随着最后一根钢
轨在天津市新开路立交桥

桥头铺下扣紧，京津城际铁

路全线贯通，标志着我国第

一条时速 ３００公里的城际
铁路诞生，通车后将实现北

京天津３０分钟通达。
“京津城际的贯通，让

中国真正跻身于世界高铁

俱乐部！我们的修建技术不

仅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而

且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

套完备的高速铁路中国标

准，”京津城际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志

坚感叹道，“铁路人 ２０多年
的高铁梦终于在我们身上

实现了！”

空中的铁路：桥高一般

在６到１０米
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

程中的高架桥长度占全线

路长的 ８６．１％，桥高一般在
６到 １０米，相当于三层楼
的高度，可谓飞翔在空中的

铁路。

为了确 保 设 计 时 速

３５０公里的列车可以平稳
安全运行，京津城际铁路对

路基、桥梁和整个线路完工

后的沉降控制非常严格：路

基沉降不得大于 １．５厘米，
桥梁不得大于 ２厘米，一旦
超标，就意味着整个工程面

临失败。我国自主研发的

ＣＦＧ桩技术就成为保障路
基“零”沉降的金钥匙。

ＣＦＧ桩桩基结实 稳
固，不怕重物碾轧，可以保

证轨道运行平衡。王志坚

说，“北京四环路上有个跨

度为 １２８米的连续梁，是这

次京津城际跨度最大的桥

梁。为稳固结构，１５米高的
桥，我们打了 ７０米的桩基，
相当于在地下盖了一座 ２０
层的楼。”

空中铁路的支撑还要

依赖号称 “桥梁巨无霸”的

新型箱梁。过去我国铁路桥

梁多为 Ｔ型梁，重量约为
１００吨，而用于京津城际空
中通道的铁路桥梁为 ３２米
简支箱梁。这些箱梁每个重

达 ９００吨，相当于 １０００辆
小轿车；面积为 ４４３平方
米，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大

２３平方米。
“这些箱梁是我国所有

桥梁中，体积最大、吨位最

重、科技含量最高的。更重

要的是这些桥梁、路基的修

建技术都是根据咱们国家

的自然条件自主研发，并首

次应用于这种工程的。”中

国铁建十八局京津城际铁

路工程指挥长范成国说。

白色的铁路：白净的水

泥轨道板由卫星定位系统

锁定

散乱的小石子、粗糙的

枕木，传统铁路给人的印象

是“傻、大、黑、粗”。京津城

际轨道首次采用了目前国

际上最先进的轨道施工技

术，轨道下没有一颗石子、

一块枕木，而是由 ３４６０６块
白净平坦的水泥轨道板铺

就。每一块水泥板长 ６．５
米，表面都刻有自己的编

号，并由卫星定位系统锁

定。

“高速铁路是精密工

程，为了保证列车运行的平

稳安全，每一块轨道板的平

面坡度各不相同，必须各就

各位。”中铁二局股份公司

副总工程师、京津城际项目

部总工程师胡建介绍，“不

像过去的枕木，现在这些水

泥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

能随意码放！”

胡建已为铁路奋战了

２５年多。据他介绍，京津城
际的轨间距误差控制在 ０．５
毫米左右，预制成的轨道板

表面平整度误差低于 ０．２
毫米。

京津城际铁路的铺通

使中国继德国和日本之后，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这

种先进铁路的国家，较之传

统铁路，这种铁路更加环

保，安全性能更高。“传统的

铁路上，一旦车速提高，石

子飞溅，不仅会对机车底部

造成损害，也会对路过的行

人产生安全隐患，现在完全

不用担心这些了。”中铁二

局京津城际项目部副经理

邹杰说。

宁静的铁路：就像在高

等级公路上坐奥迪车

“咣当”声不绝于耳，一

直是火车运行的标志。这是

因为普通铁路的钢轨，每隔

５０米就有一个接头，中间
留有伸缩缝。在京津城际轨

道上，“咣当”声消失了。

京津城际铁路在世界

上首次采用 ５００米的无缝
钢轨焊接，用手触摸焊接

点，平顺光滑，几乎找不到

焊接的迹象。“正是这些精

密焊接的钢轨和精密设计

的轨道板坡度保证了列车

的平稳和舒适，当你坐上京

津城际的时候，就会有在高

等级公路上坐奥迪车的感

觉。”胡建说。

一般来说，２３摄氏度
是钢轨锁定的最佳温度，可

是工程恰好赶在了寒冬。

“气温低对我们钢轨锁定技

术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中铁二局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京津城际项目部经理王

云波说，“我们人为把 １５００
米的钢轨拉伸了七八十厘

米，再扣紧锁定，由此保证

了钢轨一年四季的安全性。

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

的。”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我

国首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

是京沪高铁的试验段，是中

国建成和完善高速铁路技

术的标志。”据王云波回忆，

他们进场时大家掌握的高

铁技术为零，标准也在摸

索，但在施工中研发出了很

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材料、新设备和新技术。

为了防止震动，轨道板

下面需要填充混凝土。“中

国专家根据本国的原材料，

研制出了高流态、自密实、

微膨胀混凝土，小名‘自流

平’混凝土，意思是说它不

需要人为捣固，可以自己流

满填平 ５到 ６米。”王志坚
说，“修这条铁路带动的新

材料、新技术的创新真是数

不胜数。可以说，咱们在技

术引进后，已经完全消化吸

收，而且根据自己的特点开

创了高速铁路崭新的中国

标准。”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

版》

中国首条高速铁路什么样

“传统的铁路上，一旦车速提高，石子飞溅，不仅会对机车底部造成损害，也

会对路过的行人产生安全隐患，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了。”

我的新职业 李银河

作家的陈年旧事 马治权

人们来作协，都不找别人了，好像作协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路遥！陈

忠实后来说，他在作协简直成了一个指路的人了。只要你出现在作协门

口，就会碰见找路遥的人问你：路遥在哪儿？怎么走？你就要告诉他。常常

是一个回答完了，转身又是一个。

列宁斯大林拿多少工资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

现巴黎公社的理想，自己也曾身体力行。哲学家的小木屋
毛 萍

吝啬的易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