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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没有它，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梦想永
远只是梦想而已。过去，从纽约到旧金山最顺
当也要走六个月，而铁路建成后只需要七
天。”

儒勒·凡尔纳曾经如此盛赞历史上第一条
横贯北美大陆的美国太平洋铁路。!"#年前的
!$%&年 #月 !'日，美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
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

这条被 (() 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
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铁路连接艾奥瓦州的康
瑟尔布拉夫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至加利
福尼亚州旧金山湾东岸的奥克兰。这条铁路连
接当时美国东部的既有铁路网，首次实现以铁
路连接美国的大西洋海岸与太平洋海岸。

!$%*年这条铁路动工的时候，人们还在
计划将用至少 !"年的时间来完成它。然而，
仅仅用了 +年的时间，这个计划就实现了。

!"#年后的今天，曾经辉煌的美国铁路事
业陷入低谷：!*万多公里的铁路被拆毁，客运
量大幅萎缩，整个铁路行业陷入困境，论证了
*'多年的加州高铁项目至今尚未动工。

!"#年后的今天，从东京到大阪、从巴黎
到伦敦、从北京到广州，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
或新兴经济体都建成或在建时速 *''公里左
右的高速铁路，但在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铁
路旅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却仍然只能忍受
!''公里时速的“龟速”列车。

奥巴马说：“能否重建美国的交通系统，
事关能否赢得未来。”然而现在看来，这愿景
只是“看起来很美”。

一个“世界级笑话”
曾经缔造“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美国佬

们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遭到来自大洋
彼岸中国人的嘲笑。

已经拥有全球最强大高铁网络的中国近
年来在该领域意气风发，《纽约时报》称，“高
铁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如今，它又成
了中国对美国指手画脚的好理由”。

这里的“指手画脚”即是指《人民日报》于
$月下旬发表的一篇名为《美国“高铁梦”成了
“世界笑话”》的文章。

报道称，在目睹高铁对中国“国民经济和
百姓生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后，美国人的
“高铁梦”愈发强烈，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上
任伊始就提出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分裂
的政府和政党纷争使得美国至今未铺出一根
高铁铁轨。

为了强调“铁路客运状况比较糟糕”，做
出上述报道的记者还举出了实例：“记者曾从
华盛顿搭乘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列车前往
波士顿，原定六七个小时达到，结果因为下了
一场大雨，这趟旅程用了 !*个小时。”

事实上，奥巴马自 ,''&年提出的高铁计
划迄今为止的确是毫无进展。

“想象一下吧，火车以超过 !''英里（约
!%'公里）的时速快速穿越城镇，起点站距家
门口只有几步之遥，终点站距目的地不过几
个街区，这不是遥不可及的虚幻远景。”现在
看来，奥巴马上任不久后发表的这段讲话真
是十足的“画饼充饥”。

,'!'年 ,月 $日，美国副总统拜登提出
的一项在 %年内投资 #*'亿美元建设高铁的
计划，被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否

决。再加上过去几年间，奥巴马政府的相关资
金并没有直接用于建设高铁，而主要用于升
级现有铁路设施，导致进展缓慢。
《纽约时报》称，奥巴马政府没有将那 !!'

亿美元直接用于高铁项目，而是错误地将资
金分发下去，用以升级现有的美铁（-./012）
服务。升级后，美铁列车的运行时速依然不会
超过 !!'英里（约合 !$'公里）。与此同时，根
本没有资金被直接用于东北走廊的运输服
务，而那里才是最有可能发展高铁的地方。
“奥巴马政府管理之前高铁拨款的糟糕

程度，堪比管理《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推
出，”美国地面运输委员会的前办公室主任弗
兰克·威尔纳表示，高铁法案和奥巴马的医改
一样让人无语。

随着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接近尾声，一
些专家称，他的那些话不过是幻想。“在那么
短的时间里建成一个能服务于 $'3的美国人
的高铁系统？这个概念是不折不扣的炒作，不
用专家就能看穿。”因此 ,'!,年以后，奥巴马
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已不再提及高铁。

美国人需要高铁吗
为什么铁路大国出身的美国，在高铁方

面却成了一些美国人所调侃的“发展中国家”

了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学教授威

廉·伊布斯表示，高铁项目取得成功的国家，
人口密度、油价和公共交通使用率都更高，拥
有汽车的人口比例也更低。“因此，在美国大
部分地区开通高铁根本不合理。”他说，“地理
不一样，其他因素也太不一样。”

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公里是高铁
与民航竞争的临界点。!'''公里以下的路程，
高铁具有运营性价比优势，超过 !'''公里则
无法与民航展开竞争。东京到大阪、巴黎到马
赛、北京到上海，这些具有示范意义的高铁线
路都是接近或小于 !'''公里的。

对美国而言，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带
多位于东西海岸，广阔的中西部地带几乎没有
建造高铁的必要，这决定了美国人不可能像建
设太平洋铁路那样去建设高铁。比如美国第一
大城市纽约和第二大城市洛杉矶间的直线距
离超过 *'''公里，这比上海到乌鲁木齐间的
距离还要远，更何况中间经过的地带全都是经
济相对落后且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带。
“高速列车虽然在欧洲和亚洲的某些地

区运行顺利，却未必适宜每平方英里只有 $%

个居住者的美国。”有评论人士指出，美国的
乘客出发点和目的地高度分散化，高铁难以
适应，这点同欧亚人口密集，高铁有吸引力截
然不同。

在中国高铁经过的城市中，即使最小的
也超过了 #''万人口，反观拟建的加州高铁
项目，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沿线的海湾服务区
只拥有约 "''万人口，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并
不存在修建高铁的驱动力。因此加州和佛罗
里达的高铁项目虽然对客流量都有较高的预
计，但仍饱受“没什么证据表明高铁路线一定
会迎来大规模客流”的质疑。

另外一方面，习惯了公路与航空出行的
美国人民不见得会买高铁的账。据美国运输部
统计，,''!年在出行 $'公里以上的美国人当
中，#%3的人乘坐私人汽车，"!3人乘坐飞机，
,3的人乘长途汽车，只有 !3的人选择火车。

高铁驶不进“美国梦”（上） ! 张晓东

从东京到大阪、从巴
黎到伦敦、从北京到广
州，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
或新兴经济体都建成或
在建时速 300公里左右
的高速铁路，但在全球唯
一的超级大国，铁路旅客
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却仍
然只能忍受 100公里时
速的“龟速”列车。

" !"#$年美国太平洋大铁路通车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 ! ! ! ! ! ! ! ! ! !"#顽强地活下来

对日本医生而言，疟疾只是小儿科，没必
要吃药，即使有，也不给。艾伦主动到医务室
去观察情况，寻找机会偷药。后来终于让他逮
到了机会。第二天，他的潜伏计划成功了，他
偷到一些奎宁。身体慢慢地康复了。
在艾伦看来，他的父母亲朋好友一定以

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他们只知道他被
遗弃在巴丹岛。别说父母亲朋，就是他们自己
也没有想到，会被押送到东北，会被像狗一样
对待。艾伦想起刚来时一个管辖战俘营的日
本军官的话：“战俘营将是你们今后几十年生
活的地方，等美国战败之后，你们的家人可以
来看望你们。日本一定会打败美国……”
可惜这番“豪言壮语”，没有人相信。战俘

们想尽办法，与日本人捉迷藏。
第一个圣诞节来了。"卡车的蔬菜和面粉，

!卡车的肉，由战俘们轮流扛到厨房。这下，战
俘们高兴坏了。他们趁看守不备，把肉、胡萝
卜、土豆纷纷藏在雪地里。靠这些，一部分战俘
度过了一个像样的圣诞节。没有吃的，他们就
去偷，至于怎么偷，大家各有办法。说起来，还
是格罗凯特的办法最没有风险，他整天围着集
中营里为日本兵做饭的厨师转，指着胡萝卜或
者西红柿之类问个不停，“这东西是什么？”“真
的能吃吗？”厨子把这个美国兵当白痴了，于是
准许他尝尝。格罗凯特装出将信将疑、半推半
就的样子，将东西一一塞入嘴里。

他们还捕杀野狗。有的战俘偷偷地从厨
房弄来馒头，骨头作为诱饵放在营地中间，等
狗走进来，有人拉绳子套住狗腿，有些人上前
将狗打死，一块分了吃。捕杀野狗的创始人还
是格罗凯特，他不但吃了狗肉，还用狗皮做了
一双鞋。附近村子里的狗，差不多都被战俘们
偷吃光了。随之，狗肉黑市交易市场活跃起
来，$盎司狗肉可以换 !'支香烟。格罗凯特是
美国陆军得克萨斯骑兵团的士兵，战后多年
被战争综合征困扰，!&$,年死于心肌梗死。
当然，能够吃到狗肉，这是他们住得近的

好处，那些住得远的战俘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韦弗讲起他的这段经历时，对
没有吃到狗肉仍感到遗憾。
为了生存，他们挖空心思，

想尽一切办法。日本人的厨房后
有个垃圾堆，他们会瞅准时机，

从中捡一些橙子皮、烂萝卜块、洋葱头、茶叶等。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运气。罗伯特·布

朗，一次渴得要命，在走路的时候忍不住跑到
路边的一个脏水坑边喝水，结果被一个日本
兵用枪把打成了脑震荡。
奉天的雪又多又大，是战俘们印象深刻

的事。遇到下雪，他们被命令必须马上把房顶
上的雪扫下来，否则屋子会塌顶。这也给战俘
们阴暗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绝大多数战
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爱玩好动，他们常
常一边扫雪，一边偷偷观察日本看守，趁看守
一不注意，就玩起打雪仗。

战俘们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快乐，不
论是什么快乐，哪怕是上面有一片天空的简
单风景，白天或夜晚的一个小时，哪怕是自己
的一个梦，梦中的自言自语，都给他们的日子
涂抹了些许亮色。战俘们领教了尘土飞扬和
泥泞不堪的道路，领教了尖利的石头，领教了
刺骨的冰雪。他们却都顽强地活下来了，只是
因为，他们不想死。
战俘们非常渴望日本人发发善心，改善

他们的生活。日本人却不这么想，把战俘整得
死去活来，是他们乐于享受的事情。

!&",年 %月 ,#日，总理大臣东条英机
发出训令：“在日本，我们对于俘虏既然具有
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与
欧美各国不同。在处理俘虏时，你们自当遵守
各种有关规定，以期处置得当……但同时应
不使他们有一天不劳而食。应充分利用他们
的劳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努力
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让有任何
人力的浪费。”为了不浪费这些事先挑好的美
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技术，到达北大
营的第二天，日本军官就到各营房视察。他们
给每个战俘都发放一张表格，要求详细填上
自己的技能和工作经历，并写明各自军衔和
番号。如有违令，将受到军法审判。
等战俘们的身体稍好点时，他们被押送

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455）去工作。这
是当时使用盟军战俘最多的日本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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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女生纷纷猜测他的长相

晚自习后，卫思康来（*）班门口探头探
脑，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掌握了秘密情报。他
坐到熊晓科旁边，正准备“容臣细禀”，发现已
经围了一圈人，包围、罗冒、彭晓燕……
“你们当听说书啊！”卫思康嘀咕，又整顿

衣裳起敛容说，“今天我说的，不要外传，稽畿
家里超级、无比有钱，貌似他一年零花钱有八
万人民币……他追起妹子来，排场很
大的，礼物基本是一箱一箱送的……”
卫思康走后，6*7 班教室里还在讨

论这件事，有怜悯康素沁不得不和这
混世魔王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也有人
质疑消息的真实性，觉得人言可畏，这
个男生那么有钱，出手阔绰，很可能就
有同学因为嫉妒“黑”他；马上又有人
反驳，说肯定是闯大祸了，不然，好端
端干嘛仓皇地从西边跑到东边来？

稽畿来的那天，早晨疾风劲雨
的，校门口积了好大的一汪水。康素
沁撑着一把香槟色的伞来学校，看到
绰号“巧克力”的黑脸门卫正和执勤
的男生一起，搬来几块塑料板，搭一
个临时的摆渡桥。这个门卫大叔平时
人还不错，也挺好说话，只是每天放
学时在门口查“走读证”的时候，会变得有点
凶恶。没有“走读证”和班主任批条的学生，一
律不放出校门。“巧克力”看见康素沁，说：“今
天不知道什么日子，雨比夏天还大。难道龙王
来了？”康素沁心中苦笑：恐怕来的不是龙王，
而是魔王吧。至于将来的这位新同学，除了熊
晓科、罗冒这些真心为康素沁担忧的，也有人
很好奇那个家境豪富、生活浪荡的男生，到底
会怎样华丽登场。

女生纷纷猜测他的长相，司徒纯纯说：
“我觉得哦，他大概长得和薛宝钗的哥哥差不
多。”班长单子是她的同桌，听了冷静地反驳：
“曹雪芹又没有写薛蟠长什么样咯，只说他
‘性情奢侈，言语傲慢’。”司徒纯纯讪讪地说：
“那他就和电视剧里那个薛蟠差不多。”

上午的语文课，韦薇老师破天荒地迟到
了五分钟。熊晓科是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
刚想起身去语文教学组，就看见韦薇老师推
门进来了。她今天穿了一件米色棉布衬衫，还
戴了一串印第安式的玻璃珠，玻璃珠细细小

小的，颜色很鲜艳，每隔几颗玻璃珠，还穿了
一颗杜松子核，式样很别致。真有品位呀8怪
不得韦老师看不中黄邈啊，熊晓科想。
只听韦薇老师说：“对不起啊，今天有新

同学来，我陪他走报到程序，迟到了。”大家齐
齐看向门外，果然有一个白净的高个子男生。
“进来呀，跟大家做下自我介绍。”韦薇老

师温和地吩咐说。那个男生就以匀速直线运动
走到讲台前，声音响亮地说：“我叫嵇
畿，嵇康的嵇，京畿的畿。”说完，就退
到黑板边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原
来是这两个字……”包围对走道对面
的司徒纯纯说。司徒纯纯推了他一
把：“就知道你思想龌龊喏。”

韦薇老师注意到这些小动作，
就问：“包围，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跟
大家分享一下。”包围站起来，两手
交叠在身前，说：“哦，司徒纯纯早上
一直在说：‘新同学千万不要长得像
薛蟠哦。’现在人来了，我定睛一看，
玉树临风、品貌风流，分明是柳湘莲
嘛。司徒纯纯兴奋得心情久久难以
平静，一定要打我一下。”全班哄笑。
包围又是笑话司徒纯纯，又是打趣
嵇畿，一石二鸟，好像不太厚道。不

过他是韦薇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老师只是说
了他一句：“油嘴滑舌。”就让他坐下了。熊晓
科在前排仔细观察，发现韦薇老师其实也强
忍着笑意，老师这种想笑又屏住不笑的神态，
最迷人了。
等班里笑声渐渐平息，韦薇老师又说：“新

同学个子很高，如果安排他坐到前排，后排的
同学上课就只看‘玉树’，看不到黑板了。只好
委屈嵇畿同学，坐到教室最后排去了。大家要
关心、帮助新同学，下课了多去找他聊聊天。”
韦薇老师给嵇畿安排的，是教室靠窗那排

最后的位子。那里有一个书橱，放些大家捐赠
的课外书籍、杂志，人称“图书角”。嵇畿所占的
那个空位，平时是供人坐在书橱边看书用的。
书橱里有一本《法国名作家儿童小说选》，熊晓
科最喜欢其中的马塞尔·帕尼奥尔《隐藏秘密
的年华》的选段《伊莎贝尔》，熊晓科每读一遍
《伊莎贝尔》，就会在图书角的位子上坐上一会
儿，进入一种半真空的沉思状态。如今这亲切
的位子归嵇畿了，真是鸠占鹊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