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交通秩序好，地球人都知道。真是因为德国人
素质高吗？其实不然，关键在“规矩”二字。

严处罚 本难考

德国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法规主要包括《道路交通
法规》《道路交通许可法规》和《刑法法典》。这三部法规
有各自明确的适用范围，规范了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尺
度和透明度，规定了执法者和违章者的权利和义务。

例如，《道路交通法规》甚至对不同车速的行车间距
都有严格、细化的规定。车速在80公里至130公里与车
速超过 130 公里规定各不相同。以车速 100 公里为例，
如果与前车间距小于 25 米，将被罚款 75 欧元并扣 1 分；
如果间距小于 20 米，罚款 100 欧元并扣 1 分；间距少于
15 米，罚 160 欧元、扣 2 分且禁止驾驶 1 个月；间距不到
10米，罚240欧元、扣2分且禁止驾驶2个月；间距不到5
米，罚320欧元、扣2分且禁止驾驶3个月。

在德国，超速违章的处罚十分严厉。超速处罚通知
书一般会在事后 2 周左右邮寄到车辆所有者手中，上面
清楚地列出超速的时间、具体路段、车牌号、规定最高限
速和车辆的实际时速，以及根据某项法规第几章第几款
做出的处罚决定。在德国违章行车，不止是被罚款、扣
分，违章的情况还会放到互联网上，有证可查，从而影响

到违规者今后驾车、购车和其他社会福利的享用。
德国是世界上驾驶执照最难考的国家之一，据说首

次通过率不到 50%。驾校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是直接在
实际道路上进行的，驾校更注重的是锻炼驾驶员的实际
操作和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驾校学习的时间很长，因
为街道、夜间、乡间公路、高速公路等各种路段、路况的
行驶都有法定的最低学习时间。

学车期间，教练一般都很严格，他们会不断强化学
员的规矩意识。直到得到教练的认可，学员才能申请路
考。路考更是“真刀真枪”的实际操练。整个路考大约
持续 45 分钟，大部分的交通规则要点都会考到。因此，

“马路杀手”是没有机会上路的。

人为本 分缓急

驾校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行车意识培养就是“以
人为本”。在德国，对人的尊重体现在道路交通的每一
处。平时，大部分德国人开车都很快。在大街上，常能
听到司机开车起步过猛，轮胎与地面刺耳的摩擦声。但
在前面有行人的时候，司机决不会按喇叭示意行人让
开，而是等待行人通过或者觉察后自行闪开。在窄路行
驶时，遇到前有行人的情况，车辆只能在后面慢慢开着，
找机会绕开行人。在超越行人和自行车时，汽车与人之
间的距离应保持在 1.5 米以上。此外，斑马线是行人绝

对的安全线。行人即使离斑马线还有一点距离，车子也
会停下来，等行人穿过斑马线。如果车辆、行人都遇绿
灯，拐弯的车辆必须在斑马线或行人过街线路前停住，
等行人穿过马路后才前行。

一段德国高速上所有车辆给救护车让出“生命通
道”的网络视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在德国是确实
存在的。驾校学习中教练会强调，在遇到警车或救护车
拉响警笛的时候，应减速让路。在遇到红灯的情况下，
为避让特种车辆，闯红灯等违章行为也是允许的。毕
竟，耽误您的几分钟，可能拯救的是一条人命。

德国有很多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这种情况下，通
行的最重要原则是“右边车辆优先”的原则。也有车多
而造成路口拥堵的情况，跟国内街道上喇叭声此起彼
伏、司机“争先恐后”情形相比，德国人似乎懂得“退一步
海阔天空”的道理。

德国司机一般都会相互挥手示意，让其他车辆先
行，从而整体上提高通行效率。遇到前车提前打出转向
灯准备并线的情况，后车也会减速让行。前车偶尔迟疑
或熄火，后面的司机一般都会放慢速度或者停下来，等
待前面的车重新正常行驶。在塞车的时候，极少有司机
会加塞、乱按喇叭，而是安静地等待着车流重新启动。
道理很简单，即使车技再高超，在车流中“闪转腾挪”也
抢先不了几分钟，而人人加塞抢行的结果是造成堵车，
最终谁也走不了。

飞起来吧
青春的车子

□ 郭 凯

好秩序 规矩造
□ 王志远

日前，记者来到日本本州岛最西部的
山口县，采访当地的产业发展。虽然采访
的都是中小企业，却看到不少独门绝技，对
匠人匠心出精品有了深切感受。

锤头敲出新干线车头

山下工业所是一家只有 30 多人的金
属部件加工厂，两间看上去很老的车间大
棚就是工厂的全部。这里生产出了历代日
本新干线火车的车头。

公司创业者、现任顾问的山下清登指
着第一代新干线车头的照片告诉记者，他
年轻时只是普通的钣金工人。1964 年东
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开通，当时最先进的 0
系列电气机车车头就是自己带着伙伴们用
锤子敲打出来的。

火车车头属于异形产品，数量较少，难
于机械化批量生产，因此完全依靠手工制
作。当时生产新干线机车的日立制作所找
到山下说，相信你有这个技术，车头加工的
活就交给你了。

根据设计图纸，他们先用木材搭建出
一个与车头一模一样的模型，而后根据其
形状及弧度，切割出不同尺寸的铝合金板
材，通过铁锤的敲打使平面的板材弯曲变
形，制作成不同角度的卷板，最后拼接到模
型上。初装严丝合缝之后，再带着这些成
型材料到日立工厂，现场拼接镶嵌在机车
车头上，最后焊缝、抛光最终形成完整的列
车车头。驾驶室仪表台的制作更加复杂，
不仅材料选择多样，各部位的弧度也更加
讲究。山下先生说，要使金属板材弯曲成
何种形状，首先自己脑子里必须有明确的
目标，同时要熟悉不同金属的特性，因为锤
子用力轻了，板材不会成型，用力重了金属
会破裂，或者薄厚不均也将成为日后的隐
患。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完成了
任务，山下和同伴们被业界公认为新干线
火车的“造脸师”。50多年来，该工厂生产
了400多台高速列车车头。

工厂培养了很多掌握独门绝活的工
匠。说话间，老技师藤井洋征拿出一块平
面葫芦形的铝板敲打起来，锤起锤落间铝
板中心开始鼓起，周边回卷，一个三维球面

部件开始成型，特别均匀,令人惊叹。
老工艺与新时尚的结合，吸引了一些

年轻人加入制造业工人的队伍。藤井因
金属加工的匠人匠心获得了“国民荣誉
奖”。除工匠个人获奖外，该公司还获得
了日本制造业的特别奖，被评选为充满活
力的制造业中小企业300家之一。

公司现任社长、子承父业的山下龙登
说，这个行业没有哪所专业学校能教授课
程，完全靠师傅带徒弟。新员工就职后都
先当徒弟，5 年出徒，10 年才能独当一
面。他说无论机械化工业如何发展，智能
机器人如何进步，永远需要钣金工匠。

渔船厂造出日本唯一

西日本FRP造船公司是一家不足80
人的造船厂，40 年前以建造渔船起家。
FRP 即玻璃纤维，在渔船从木船向钢铁
船过渡时期，突然出现的玻璃纤维船重
量比钢铁船轻许多，坚固性、耐用性又
比木船好，因此异军突起，鼎盛时期一
年承接订单20多艘。但好景不长，日本
泡沫经济破裂后，先是投资建设该厂的
母公司、某化工材料企业优化产业结构

从中撤资，全体员工接收工厂开始自己
经营。但近海渔业凋零，渔船订单下
降，业务冷清时一年仅造五六艘船，刚
够保本发工资。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技术员出生的
现任社长堀井淳带领技术团队与山口大
学合作，设计、生产出万吨巨轮的配船
——救生艇。国际上万吨以上的货轮、游
轮、集装箱轮船，公海航行中万一发生重
大事故沉没，救生艇就成为船员保命的唯
一依靠。船员放弃巨轮进入救生艇后，小
艇从 25 米高空脱钩坠入大海，因此船体
要坚固，瞬间沉入海水中后小艇必须密
封，再浮出海面后还能自己航行。

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国际船舶协
会规定为保证船员安全，大型货轮必须标
配救生艇。同年7月1日又规定了救生艇
的统一技术标准和定期安检、操作训练等
细则。他们抓住机遇完善产品设计，提高
质量，产品订单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记
者发现，这种橘红色的小艇异常醒目，钻
进去发现，艇内上下两层可乘坐 30 人，座
位下储备有供船员维持生命的食品和饮
用水，同时艇内可以发射遇难呼叫电波和
信号弹，艇内自带的发动机和燃油可供救

生艇航行 24 小时。截至 2016 年底，该公
司生产的这种救生艇已经装备了世界
7000多艘大型货轮。

精细化酿出美味米酒

山口县在日本属于地广人稀的偏远
地区，居民住宅多是大院，市区公寓楼房
也不过五六层高。旭酒造株式会社却是
一幢 10 层高的大楼，酒厂酒窖为何要建
在大楼里？

日本清酒品牌很多，但产量都不大。
传统上是在冬闲季节请来酿酒把式“杜
氏”指导，蒸米发酵酿酒。不同把式指导
出的酒味道不同，同一品牌不同年份、不
同发酵桶里的酒味道也相差悬殊。

10年前，旭酒造公司实现了生产线的
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保证了全年生产的同
一品牌清酒口味绝对一致。首先为去掉
酒中的杂味先要选米，将当地生产的大米
用机器打磨，去掉大米表层，按照酒的不
同档次分别保留 50%、39%、23%的米芯，
之后蒸米、添加酒酿开始发酵。这种配料
生产的清酒被称为“纯米大吟酿”，日本全
国市场仅有3%达到这一档次。

楼内的七至九层全是发酵车间，每层
有 60 个发酵桶，实行全年 5 摄氏度的恒
温恒湿管理。发酵桶设计成双层结构，中
间的流水用于调节发酵桶温度，每一个发
酵桶上檐都设有温度测量仪，最大的发酵
桶可盛3000立升的酒浆。35天的发酵期
间，化验室每天逐桶化验酒糟内甜度、酸
度、酒精度、大米溶解度、氨基酸浓度等
各种参数，并据此微调发酵桶温度，严格
控制发酵进度，保证不同批次酒的口味
绝对一致。

如今，该厂生产的纯米大吟酿酒不仅
在日本国内站稳了脚跟，还出口到了我国
及美国、法国、新加坡等 20 多个国家。产
值从 2015 年的 65 亿日元到 2016 年跃升
到了 108 亿日元。该公司社长樱井一宏
称，日本国内清酒消费量逐年下降，但随
着日本餐饮业走向世界，近 10 年日本清
酒的出口量翻了一番，该公司的目标就是
要实现产品半数以上出口。

匠人匠心出精品
□ 苏海河

德国有8200多万人口，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街上几乎看不到交通警察，路面秩序井井有条。其最主
要原因，是有规矩、守规矩。

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

的浅海区，至今仍然保留

着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文景

观——高跷钓鱼。

据说是以前没钱买船

的渔民想出了这个办法，

在近海竖起木桩，渔夫涉

水爬上木杆，端坐其上，手

持没有诱饵的渔竿钓鱼，

远远望去像是在踩高跷，

故而得名。

高跷钓鱼的目标是大

量游弋在浅海区的沙丁

鱼。如今，这种低效古老

的捕鱼方式在斯里兰卡已

经非常稀少，只在加勒海

岸一带出现，多是为了旅

游表演的需要。

翟天雪摄

骑行途中飞一下

和新朋友合个影

非洲的日子好像总是过得比较慢，没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新闻。春节前的一天，听友人说，那个从西
非贝宁出发、沿着西非海岸线一路骑行的中国小伙
子袁江磊到了达喀尔时，我们的“土著”小团伙顿感
激动，团伙老大当即表示，周五家乡菜馆，宴请我们
的小英雄。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骑行大神。中等个，苗条
健壮，胡子挺长，晒得有点黑，戴着眼镜，还有点腼
腆。开始闲谈才知道,他是1991 年生人，2014年到
2016 年在贝宁的中国孔子学院当志愿者。在国内
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骑行生涯。从2016年9月
开始，他单人单车，带着帐篷、厨具以及一个高大上
的“大疆”无人机（航拍用），开始了漫长的骑行岁
月。他的计划是用一年的时间，从贝宁开始，沿西非
海岸一直骑到摩洛哥，然后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
再横穿俄罗斯，最终回到祖国，预计途经二十多个国
家，行程超过1.5万公里。

在觥筹交错中，袁江磊仍然保持着谦虚低调的
脾性。当大家兴趣盎然，问到骑行的故事时，他有问
必答，毫不夸张做作；当话题转到其他方向，他也和
大家一样，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没有被人抢风头的丝
毫怨念。虽然今天的主角是他，但并没有做成“故事
会”专场，而是像一个普通的来出差或探亲的同胞一
样，微笑着融入我们这群达喀尔“土著”中。仿佛激
动人心的万里骑行，也和所有普通人的工作一般。

过了两天，袁江磊说想找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
航拍，我开车带他到沿海边公路走了走，可惜地势都
太平，没找到合适的角度。于是我提议去我在海边
的记者站，上楼顶去拍，应该会好点。在楼顶，江磊
很耐心地给我演示了无人机的组装和运行。头一分
钟还是个普通的小盒子，下一分钟已经准备就绪，在
手机上装上简单的遥控杆，一按开始键，“嘀嘀嘀”，
无人机升空了，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袁江
磊一边熟练地操纵着飞机，一边根据手机上显示的
画面，选择性地拍照。

我问他，骑了这么久，会不会寂寞？他说，有时
候确实是，但是身体的疲劳和饥饿，很快会冲淡精神
上的一切杂念。今天能不能骑到目的地，能不能找
到合适的旅馆或者露营地，去哪里填饱肚子？这些
现实问题无处不在，灵魂深处的烦恼就可以放在一
边。

我又问，旅行这么精彩，考不考虑回去出本书，
以后做个职业玩家，一生寄情山水之间？他却说并
没有这个打算。这次旅行只是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已，他给自己的时间就是一年。等回到国内，会找
一份普通的工作，追求普通人的幸福。实在哪天待
烦了，可能会重新骑车上路，但不是必然选项。说完
这话，他嘴角露出一丝安静平和的微笑。

离开达喀尔前，袁江磊从贝宁出发，一路上经过
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几内亚、冈比亚、到达
塞内加尔，用了 100 多天。期间得过疟疾，命悬一
线；遇到过无理警察的勒索刁难；有过迷路的囧途，
也有露营时野猪骚扰的险境；遇到过不少好心的当
地群众和祖国同胞、外国骑友。更多的，是常人难以
看到的美丽风景。随着骑行经验的增加，他的旅程
也开始越来越顺利，越来越有趣。每隔一周左右，他
会在微信公众号“让车子飞”中更新骑行日记，很多
在西非地区的同胞，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与他那辆奋
力前行的车子一起，感受和发掘着这片遥远土地的
丰富与多彩。

离开塞内加尔后，袁江磊又一路向北，到了毛里
塔尼亚。他探访了神秘的“西撒哈拉”，那是三毛写

《撒哈拉的故事》和圣·埃克苏佩里创作《小王子》的
地方；搭过世界上最长的运送铁矿石的火车，和绵羊
一起在寒夜中入眠，熏成黑炭一块；和当地向导一
起，跟着骆驼，五天四夜在撒哈拉沙漠里徒步，吃最
简单的饭，睡在漫天的繁星之下；遇到过沙尘暴，也
探访过沙漠绿洲和古城，一路上喜悦与苦涩交织。
目前，他已经顺利进入摩洛哥，西非之行即将成功落
下帷幕。

“我愿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
也要不负勇往”，袁江磊，加油！好运！愿你青春的
车子继续飞下去，然后按着自己的心愿，拥有一个美
好而幸福的人生。

（图片提供：袁江磊）

老技师藤井洋征有一手金属加工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