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旷妙喻谏平公
程勉学

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中讲了
个小故事#他说有一天#晋平公问师
旷$吾年七十# 欲学# 恐已暮矣% 师
旷说$ 既已暮矣# 何不秉烛乎& 晋
平公不解# 曰$ 暮者# 年老也# 何
以秉烛乎 & 师旷解释说 $ 臣闻之 #

少而好学# 如日出之阳'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 如秉烛之
明% 熟与昧行乎& 晋平公闻之恍然
大悟# 拂掌而笑曰$ 善哉# 善哉(

师旷# 春秋晋国乐师# 字子野#

目盲# 但他却知书# 善琴# 精于辨
音# 常以生动形象的妙喻# 来说明
高深难以表述的道理% )恐已暮矣*

的晋平公# 之所以能够很快地顿开
茅塞# 消除疑虑# 完全是由于师旷
将 )老而好学 * 妙喻为 )秉烛之
明*+ 意思是说# ,老而好学*# 就
像一个人到了夜晚# 手持点亮的蜡

烛# 在光明的照耀下行
走% 反之# 如果 ,老而
不学*# 就好比一个人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里行走# 只能是碰得鼻
青眼肿和头破血流%

,老而好学* 在高技术信息化
的今天# 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

一个人到了老年# 将会遇到许许多
多以往连想都想不到的新事物新矛
盾新问题% 为了不落伍能跟上时代
的脚步 # 为了老有所为奉献余热 #

同时也为了享受幸福的新生活# 就
要经常读书看报学习# 这样不仅能
够了解时事# 明情达理# 而且还可
以充实生活# 增进健康% 可喜的是#

从 ,老年大学 * 和 ,老年活动中
心*# 一直到社区到千千万万的居民
家庭 # 我们看到 ,老而好学 * 和
,老有所学* 的人越来越多% 在一个
,学* 字的带动下# 他们不仅学时事
学政治# 与时俱进# 而且还学书法#

学戏曲# 学烹饪# 学保健# 使老人
的晚年生活 ,梅开二度 *# 充实愉
快# 而进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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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寺的传说
连德林

在郑州西三环北段西
侧# 有个自然村叫香林寺#

属二七区侯寨乡盆刘行政
村 % 现村东原有一座古刹
寺院香林寺 # 建国前改为
学校 # 建国后几经变革 #

寺庙建筑已不复存在 # 原
址现为市政建设部门所用%

现村内有九通石碎 # 据村
民传讲 # 应是原寺中的遗
物 % 关于寺名的由来 # 在
民间有多个说法 # 其中一
说与桃林有关%

很早以前 # 这里是一
处光秃秃的岗丘地带 # 岗
下住着一个年轻的樵夫 %

一天# 樵夫在岗坡上打柴#

没留神脚下一滑 # 从岗上
滚了下来 % 这时正巧有一
位化缘的老和尚经过 # 伸
手把樵夫搀住 # 使他有惊
无险 % 樵夫对和尚非常感
激# 不住地一直连声道谢%

和尚见这是一个忠实善良
的后生 # 便从随身所带的

布袋中摸出两大把山桃说$

,我是个寻仙访胜的穷和
尚 # 也没带啥好吃的 # 这
两把山桃干果留给你 # 兴
许有个用场%* 樵夫推辞再
三 # 和尚还是放下说了声
,后会有期* 就走了% 望着
老人远去的背影 # 樵夫双
手合十默默地对和尚祈祷%

没几天 # 樵夫把桃果
吃完 # 只剩下两把桃核 %

他想 # 如果把这些桃核种
在岗上 # 用不了几年 # 准
会结出山桃来 % 于是 # 他
便把这些桃核都种在了岗
上% 俗话说$ ,杏四桃三#

结果见钱%* 三年头上# 小
桃树都开了花 # 整个岗上
一片芳香 % 果子熟了 # 担
到城里去卖钱 % 只两年工
夫 # 樵夫有了积蓄 # 盖了
新房 # 娶了媳妇 # 又添了
个闺女# 取名叫香妮儿%

一晃五年过去% 一天#

樵夫带女儿在岗上干活 #

看见一个老者从远处过
来# 马上认出这就是几
年前送自己山桃的那个
和尚 % 樵夫拉住老人 #

指指满岗开花的桃林 #

笑着说$ ,多亏您留下
那么多山桃# 我才有了

今天%* 又对老人说$ ,这
是我的女儿名叫香妮儿 %*

香妮儿也开口忙叫爷爷 #

又折了一枝桃花举到老人
的面前 # 天真地说 $ ,真
香 # 真香呀 ( * 老人点点
头# 问这个岗叫什么名字#

答$ ,叫秃岗 %* 老人说 $

,不好听# 我看就叫香林岗
吧 % * 樵夫听了 # 连连称
好%

几年来 # 老和尚寻访
过不少名山大川 # 唯独看
出这里的地形与景色最好%

经多年的化缘 # 也有了点
积存 # 于是决定在此岗的
向阳处建了一座庙宇 # 自
赐名字 ,香林寺*% 以后逐
渐扩大# 并形成了规模%

一年一年过去了 # 香
林岗的美名传开了 # 香林
寺的香火也大了 % 樵夫一
家祖祖辈辈在这里辛勤劳
作 % 后来 # 香林寺作为村
名# 也一直叫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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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就
开放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给本
地顾客提供美元贷款%客户更愿意借
美元# 因为美元利率比泰铢利率低#

于是#美元外债急剧增长%

到
$##%

年
&

月# 泰国共有
#""

亿美元外债#其中大部分用于房地产
投资% 从

'##!

年到
'##(

年#曼谷共
建房子

%)*)

万套# 比国家原本计划
的数量多一倍% 住宅空置率达

+",

#

商业用房空置率达
$-,

#这导致贷款
质量下降和汇率风险增加%

泰国银行家并不担心#他们自认
为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铁#不怕收
不回贷款%此外日本在东亚有大量的
投资#所以#万一出事#相信日本会出
手救助%

不过此时的日本已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逐年
上升# 日本银行家开始小心谨慎起
来#不太可能做好人好事%

$##%

年
!

月份 #

./012

写了一个
报告# 断言泰国很可能爆发金融危
机#他在报告中写道$

泰国的固定汇率
制度面临压力# 中央
银行已经连续

(

个月
失去外汇储备# 基本
面情况相当脆弱--

银行. 债务危机伴随
着财政状况而恶化 #

'##(

年泰国财政赤字
占

345

的
&,

# 而且
'##%

年没有改善的迹
象--政府还失去了
对财政政策的控制 #

'##(

年政府支出提高
了

+6,

# 这是最近
!6

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
一年%与此同时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
财政收入不足#因此泰国的财政状况
严重恶化%

在报告最后一行他写下自己的
建议$做空泰铢%

然后他将报告提交给一个人%

索罗斯%

索罗斯精心研究后很快指令基
金建立了数十亿美元的空仓%

几个月后
./012

回到曼谷时#他
所预期的银行危机已经变成一个全
面的金融风暴%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在不经意间
被一两个人所左右%

!*

亚洲出了什么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西方经
济学界很兴奋#经济学家们高呼$,亚
洲终于出事了

7

* 神情同那些预言中
国会出事的人看到,非典*发生时的
兴奋劲一样%

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亚洲
金融危机不只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
织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发
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

国内金融体制没有发展.改革到比较
成熟的程度时#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
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世界上每次出现的金融危机都
不一样# 亚洲金融危机有什么不同
呢&

第一个特点在于出现了,资产泡
沫*%

追溯
!"

世纪
&"

年代乃至
%"

年
代#拉美出现过种种金融危机#主要
因为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货币
贬值等问题%全球经济界总结拉美国
家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后得出了一
个共识$ 要重视国内财政的平衡#防
止通货膨胀#推行市场经济%

有了这个教训#亚洲各国较为成
功地防范了这方面的风险#财政赤字
和政府外债都不高#泰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等国外债都不是很多%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资本流
动泡沫%

以泰国为例#

'##%

年时经济仍然
一片红火#市场开放.财政盈余#外汇储

备有
+&"

亿美元% 然而
细细分析就会发现#绝
大多数投资逐渐转向
物业市场投机#转向股
市.汇市#一个非生产
性的巨大泡沫业已形
成%泰国当局面对失控
的经济局面已束手无
策#为了遏止工资膨胀
和吸引外资#要维持高
利率 ' 高利率却又使
本来债台高筑的泰国
经济更加被动#脱身之
道只有让泰铢贬值%从
而陷入索罗斯的圈套%

因此预防通货膨
胀的同时#还要预防资产膨胀#如何
平衡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是
中国经济政策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国家发行的货币就像流动的江水#如
果被源源不断的外来资金融入其中#

那么即使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
不出现通货膨胀#也可能在资本市场
上出现膨胀#例如房价飞升.股市暴
涨#两者虽然有区别#但都是风险%

第二个特点#这是在金融全球化
背景下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
发生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自由流动产
生危机% 另一类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外
界比较隔绝# 主要由于债务危机导致
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又导致货币贬值%

而亚洲金融危机则大不一样%

!"

世纪
&"

年代到处都鼓吹全球化#各
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投资#东
亚国家顺势开放了包括股市在内的
所有金融市场# 大量资本
流进流出# 很容易发生监
管不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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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伙我不怕#可我会感到非常失
败#为了这次活动#我做了多少努力
啊&

我抑制不住要说的冲动$,要散
伙#这不是大家所愿#真那样#连这顿
饭都不要一起吃# 就各奔东西了%

%

个人# 能一个不落地聚到一起开会#

就说明#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我们不
愿意看到的结局% *我的声音激动起
来$,我们这

%

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
一起容易吗&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个#

无论多大的事# 与我们的大目标比#

都是小事#我们若走不成了#半路夭
折#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心里会好受
的% *

我停顿一下#问休闲$,你已经将
我们此行的帖子发到网上了吧& *休
闲点头% ,长春以至全国的越野族都
在关注着我们#如果情况有变#我不
知道你下面的帖子该怎么写&原本在
没出发时就有人在网上预言我们够
戗呢#这不是给原本瞧我们不起的驴
友提供谈资.笑料吗& *

,如果此次成功地完成我们策划
的方案#对每个人都是人生中最精彩
的一页% 我们现在出
了点问题# 大家好好
商量解决了#就好了%

咱们都是热爱大自然
的人# 应该能够谅解
和包容# 不那么斤斤
计较% *大家点头%

,现在的问题好
像是出在小马那 #他
要撤出# 肯定是有什
么使他感到心里不舒
服# 或者受了什么委
屈% 我现在怀疑# 是
不是我没心没肺地 #

口无遮拦# 伤着小马
的自尊了& 我今天在车上# 给小马
起了个外号# 我觉得很好# 还得意
呢#我真的一点恶意也没有#小马老
弟#如果你因此受伤#我现在公开当
众道歉--*

小马不好意思了 $,拉倒吧 #大
姐#我服你啦#我不走了% *

休闲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说 $

,就是我的事#没别人的事#我总说破
烂破烂的# 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我都明白#以后注意就是了% *

苏东说$,咱们这
%

个人走到一
起不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子脾
气#夫妻还需要磨合呢#我们也得磨
合#大家互相谦让点#遇事调个角度
想一想#多些理解#慢慢就好了%我们
这样的团队# 后面要面对很多困难#

要尽量让每个人的心理都很舒服#一
个人不痛快就会影响大家情绪#我很
相信我们这帮人#一定能处好#能团
结好% *

教授又说#雪芳又说#小青又说#

大家都说$

%

个人#一起走#一个不能
少(

这一次# 小马又是因为什么呢&

大家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是为费
用愁苦% 他原以为全程都是野营#花
销不多%

苏东当机立断#索性挑明$,小马
你是不是手头钱紧& 如果因为钱#你
不用退出#我这有钱#你先用着% *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复加% 苏
东有钱# 可那钱与别人有什么关系&

他的一句话# 帮助的不仅是小马#而
是凝聚了全队%

小马不张罗撤出了#大家悬着的
心落了地%

大家一起商量着路线% 休闲.教
授和天堂计划在拉萨过雪顿节#看晒
佛 #然后 #去日喀则 .定日 .珠峰 .樟
木#从那里出境%

苏东.小马.小青和我准备去亚
东#再去定日

8

我和小青随
$

号车走#

到定日与
!

号车会合# 一起去樟木#

然后出境%

从现在开始乘车的人和驾手都
有了相应的变化% 无意间#解决了休

闲和小马间叽叽咯咯
的问题# 教授不与苏
东说话的问题% 这虽
然不是从根子上解决
问题# 但至少可以减
少摩擦# 避免矛盾激
化# 只要把旅程坚持
走完# 那些无关紧要
的琐碎# 又都算得了
什么&事实是#旅程走
完# 大家都成了患难
之交# 成了终生难忘
的好朋友%

奔向无名冰川

我们
$

号车当天
就驾车到距拉萨只有

$6%

公里的羊
卓雍错宿营#那里是喜马拉雅山北麓
最大的内陆湖泊#是西藏三大圣湖之
一#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而美
丽的夜晚%

次日我们去亚东#穿行在喜马拉
雅山脉切出的一条裂缝之间% 在那
里#我们发现一个无名冰川( 我们不
顾一切地奔向那里# 途中天变脸了#

乌云从背后压来#云像大锅#从天上
倒下来% 雨越来越大#后面的山全部
封杀# 整个世界像要塌下来似的#只
有冰川那透着一点亮色%

那时已
!6

点半了# 雨中无法扎
营#又遇不到村庄或藏民的帐篷% 看
来今晚就得在车里睡了%

我每次出门# 朋友们都告诫我$

,你出去旅行别鼓捣事儿# 弄得大家
都挺兴奋的% *其实#我现在很收敛
了#也很稳重了#可一遇到特
殊情况# 我还是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另解
宋宗祧

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

患$而死于安乐也% &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如果

内部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弼的贤士$

外部也没有敌国侵略的威胁$ 迟早要

亡国% 由此可以知道$处于内忧外患的

情况下人反倒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

而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每次读到孟子这一段话我都觉得

很沉重% 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并

且还在继续证明着它的正确性$ 但是

没有人能够彻底截断这条路% 特别在

当前我国全面步入小康' 生活水平不

断提升的时代$ 不少人能做的就是不

断提起这句话$ 以示对于腐败的警钟

长鸣%

听得多了$思绪便不免向外伸延$

我想$ 孟夫子的话真是高明得一针见

血% 但自己毕竟是平民立场$还得联系

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际% 因而$就这

句话而言$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站在更

"实用&$完全回归到"人本&的层面$更

多地去探讨人体健康之路$ 去珍爱生

命呢(

其实$世界上的事都是一个理儿%

综观世人$ 没有谁不希望健康长

寿% 而长寿之道$也同孟老夫子的观念

不谋而合 $即 )亲和 &忧患 $"排斥 &安

乐% 不言而喻$生活中的忧患者$大都

有衣食之忧$吃不饱穿不暖$天天劳累

奔波$劳动强度大$收入菲薄$但他们

吃'睡都香$即便身体不锻炼$肥胖'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病症$发

生的几率也不大*而那些安乐者$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天天大鱼大肉$还觉

得口感不佳% 他们基本不参加体力劳

动$有些人甚至饱暖思淫欲$私生活乱

七八糟% 于是乎$神经衰弱来了$肥胖

症来了$高血压来了$心脏病来了$糖

尿病来了$甚至性病'艾滋病也来了%

这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什么(

对于享乐多短命的现象$ 西汉枚

乘在+七发,中$针对)楚太子有疾&作

了相当精彩的阐述% 他说!)纵耳目之

欲$恣肢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 且夫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

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 &意思

是!)放纵耳目的嗜欲$ 恣任肢体的安

逸$就会损害血脉的和畅*出入都乘坐

车子'轿子$就是麻痹瘫痪的兆头*常

住深宫幽宅$就会伤寒和中暑*贪恋女

色'沉溺情欲$就是摧残性命的利斧*

香甜甘脆'肥肉烈酒$就是腐蚀肠子的

毒药% &到了现代$有人说得更经典!吃

苦是吃)补药&$享福是服)毒药&% 正

是!

口服非福终作疾$ 纵欲滥情必为

殃%

穷困劳苦固要变$)补药& 常服体

自康%

到了宋朝$ 大文学家苏东坡很赞

同枚乘的观点$ 他流放黄州 -今属湖

北.期间$曾亲自种地$还把/七发,中

的
+!

个字写到自己居住的雪堂墙门

上!

出舆入辇$蹶痿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醲$腐肠之药%

他的意思是不仅警告自己$ 也提

醒世人% 他认为$失去人间物质上)美

好0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1

苏东坡不仅以诗文名世$ 还是著

名的养生学家% 他在给李常的信中$提

倡节制与单纯!)口体之欲$何穷之有$

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220

这实在是对 )生于忧患$ 死于安

乐0的最好诠释1

大爱无疆
许 锋

生命是自己的 # 是宝贵
的# 不是商品# 不能交换.赐
予.买卖%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它就又是脆弱的. 娇气的#你
必须时刻呵护的% 即便这样#

突如其来的灾难 .疾病 #或许
就会夺走你的生命 % 夺是抢
掠#不是交换 .赐予 .买卖 #这
三者的基础是平等和自愿'违
背意志的行为都是掠夺%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按
照自己的意愿活着#活成自己
的样子#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命运为此千姿百态% 只是#一
般情况下#我们又放弃了按照
自己的意愿活着#没活成自己
的样子#想怎么活却不能怎么
活#命运为此千差万别% 在命
运面前#人总是免不了要叹息
的#岁月蹉跎.命运多舛% 命运
往往和时间是并肩前行的% 她
们出双入对 #睨视苍生 '她们
傲气十足 #又浮光掠影 '你看
不见 #抓不住 #却明显地感觉
到她的存在% 她在冲你微笑#

冲你龇牙 #冲你招手 #冲你抛
媚眼%

是的#命运千差万别///

$(

年前#大家从一所工科院校
毕业 #奔赴祖国各地 #深入厂
矿.车间#在一台台车床前#开
始了各自的命运% 如今#大家
都在做什么呢& 基本上还在车
间#还在车床前#还是工人% 工
人没什么不好% 挺好% 但个别
人的命运# 却是截然不同的%

北京的一个女同学#开了一个
网吧#挺大#效益很好#每日开
着车上班 #开着车下班 #日子
丰俭自如 % 济南的一个男同
学 #开了一家公司 #做电梯生
意# 后来又做房地产生意#效
益很好#座骑就五六十万% 我#

自小爱好文学'毕业后在工厂
干了三年#便义无反顾地,丢*

掉了铁饭碗 # 进入到报社工
作% 此后一直吃,文字饭*#吃
得在圈子里有一点小名气#还
从西北 ,吃 *到了广州 % ///

假若#女同学没有努力去开一
家网吧#男同学没有努力去开
一家公司#我没有努力去当一
名记者' 或者在遇到挫折.困
难时#驻足不前.打退堂鼓#乃

至放弃.折回#我们现在#也还
在做一名机床工% 自然#我相
信# 让我们做一名机床工#我
们未必是优秀的#或者做得很
差劲 % 我们可能会把机床搞
坏 #浪费材料 '可能会麻痹大
意 #出安全事故 '可能会得过
且过混日子# 被领导批评.警
告.处分% 我们的命运完全就
是另一种样子%

命运有时是非常
势利的% 你选择向命
运挑战#她该鼓励你#

却使你备受煎熬 '她
该面露微笑# 你却看
到一张嘲讽的脸 '她
该为你助力# 你却感
觉她在拽你#拖你%你
恨不得给命运一个耳
光#让她远远地滚开#

她却抛给你一声忘乎
所以的大笑# 消失在
风里雨里%

其实每一个人的
命运是不同的# 一生
下来就有差别%乃至#

出生前# 命运就开好
了人生大宴的菜单 #

荤的# 素的# 荤素搭
配# 菜肴中夹杂着钢
针 . 石头 . 病菌 .毒
药///你一出生就看
不见任何风景# 你会
放弃追逐光明么& 你
一出生就听不见任何

声音# 你会放弃聆听音乐吗&

你一出生就四肢不全#你会放
弃站立与行走么& 你一出生就
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你会放
弃接受或施予人间大爱么& 你
一出生就病魔缠身#你会放弃
对健康的奢望么///人的一
生# 就是和命运抗争的过程%

命运不会为你铺平任何的路#

命运不是路# 路要自己走'命

运俯视着你# 你的每一步路#

你的足迹 #喘息 #矛盾 #懊恼 #

小算盘 #小聪明 #她看得清清
楚楚% 你笑时她未必笑'你哭
时她未必哭% 她不会同情你#

也不会落井下石% 她就是一个
站在楼上看风景的老人% 她的
眼里满是人间的沧桑# 大苦.

大难.大爱///

心中有爱#大爱无疆%

$经典美食图说%

传 英

这套书一共三本
9

!天下名吃 ".

!古今至味".!绝色美食"% 现在大家
经常讲饮食文化# 从宏观上来说#饮
食与文化密不可分% 但是#大而化之
的谈论其总倾向#是方便的#具体到
菜肴.点心#如果认真追查起来#与之
有关的传说在史书与子. 集的记载
中#却又往往是没有着落的% 这一来#

饮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

就产生了明显的脱节现象%

这回看了!经典美食图说"#却是
在这方面开了眼界%

书中当然叙说了一些菜肴.小吃
的真正的历史出处% 例如#在介绍,莼
菜.鲈鱼羹*时#就引了在历史上有根

有据的#晋代大文学家
张翰在北方为官#秋风
起时思念故乡杭州的
莼菜.鲈鱼 #因而弃官
归故里的故事#并且还
叙说了张翰在思想实

质上的,做官危险论*的历史背景% 不
过#对于大量的很难确定其历史根据
的民间传说#书中有个巧妙的解决办
法
9

把有关菜肴.小吃的民间传说#与
这一传说所靠傍的历史典实结合起
来#相关而叙说之% 如,东坡肉*与宋
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关联#并不见于
史籍#但是#书中先是叙述了民间流
传的有关苏轼制作,东坡肉*的故事#

而后#引用了苏轼所写的!煮肉歌"#

加以印证#以及史书所述的苏轼主政
杭州时关心民众生活的故事# 这样#

民间传说就和确切的史实依据#恰到
好处地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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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铁职工路服的演变
王瑞明

'#6(

年# 京汉铁路建成通
车后# 为方便执行公务#沿途站
车人员开始实行统一着装#灰色
矮领制服 # 站务人员大檐帽 #

站车工人灰色制服 # 小檐帽 %

'#6&

年
'!

月# 汴洛铁路通车#

仿京汉铁路办法 # 按其职务严
格区分# 统一着装 # 站长是黑
色路服# 队长是绿色路服 # 总
巡是黄色路服 # 皆是金边大檐
帽# 其他站车人员是银灰色路
服. 帽%

'#'+

年# 京汉. 陇海
铁路收归国有后 # 清政府由邮
传部管理# 民国政府由交通部
0铁道部 1 直辖 . 各线自成体
系% 两路制服虽各不相同#但着
装统一制服#这项制度仍沿袭至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

'#)6

年铁道
部决定$ 铁路职工穿着统一制
服#既便于履行职务#又有利于
观瞻#体现铁路运输半军事化性
质% 故规定铁路职工制服为蓝
色#平面蓝市布#小平领#男式上
衣有两个衣兜# 女式双排扣#斜

插兜#大檐帽'帽徽为红五星中
间镶以路徽%

'#)'

年年初#郑州
铁路管理局遵照部令#管辖员工
按规定统一着装#制服为灰色斜
纹布%

'#)+

年又改为蓝棉华达
呢#冬服下身改为马裤式 .西服

式两种#冬季为棉帽 #女职工夏
服上身为西服# 下身为女裙#冬
服上身为双排扣式%

'#&-

年
'6

月
'&

日铁道部对铁路制服进行
了较大改革 # 以西服样式为基
础#加以改制% 春秋服为蓝灰色#

冬服为藏青色 # 夏服与秋服相
同# 加发白色小翻领制式短袖
衫#领带为枣红色和绛紫色各一
条#大檐帽%

'##-

年#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 # 设计出了面料质量
高 #被称为 ,

#-

*式新款铁路制
服%分春秋服%

!66(

年年底#郑铁
局职工又换新装#新制服在面料
上又有很大提升#款式更为美观
大方#富时代感% 铁路职工穿上
整齐划一的新式路服#既体现新
潮流# 又显示中国铁路工人的
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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