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出
门在外，对吃的要求从未降低。即使是在路途
中，也尽量想吃好。

作为长途出行的首选，火车上的餐食浓缩
了人们对吃的追求和饮食的变化。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铁路经历了从绿皮车到高铁、从煤炉
烧炭到电气时代的巨大变化，车上饮食也从吃
饱就好到锁住营养，从饭盒回收到智能点餐，从
单一菜品到五花八门。那种火车上流动的食物
味道，是旅客们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列车速度如何变化，
这种味道，总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

说起以前的餐车条件，在铁路工作了40余
年的石家庄客运段京渝车队党总支书记赵宏吉
深有感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火车餐车卫生条
件十分有限，使用炉灶烧煤，灶头旁边连着一个
煤箱。炊事员不但要做饭做菜，还要给炉灶添
煤。煤烟、烟油从煤箱里一股脑地进到炊事员
的鼻孔，虽然戴着口罩，但时间久了，鼻孔里也
全是煤灰。当年列车储存食材的方式也十分原
始，铁皮箱包裹棉被和冰块成了那个年代的“土
冰箱”。路途超过两天的列车，还需要在途中补
充冰块，以保证餐料的食品质量安全。

厨师黄烨经常听师傅们讲起之前的故事。
那时候的餐车很苦，冬天四处透风，只有胸前一
团火。夏天如同蒸桑拿，浑身湿漉漉，衣服从来
没干过，身上长满了痱子。厨师最喜欢的时刻，
就是将冰块铺满“土冰箱”的那一小段时间，自
己也能获得短暂的凉爽。列车运行不平稳，刹
车道岔晃动很大，切菜也会经常切到手指。

过去，餐食品种十分有限，基本上都是两三
毛钱的盒饭。最初的盒饭是装在可回收的铝饭
盒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列车的供餐方式仍有
着计划经济的印记。饭点前的两三个小时，餐
车长便早早地到车厢售卖餐票，餐车根据客流
和餐票售卖情况将饭菜准备好，把饭菜装在铝
制的饭盒里，由餐车服务员推着小推车送到车
厢里，旅客再凭着餐票换取盒饭。这种盒饭里
大部分是米饭，上面放一点肉和菜，跟现在的盖
浇饭很像，品种也就一两样，大多是木须肉和雪
菜肉丝，偶尔有红烧肉的时候，特别受旅客欢
迎。等旅客差不多吃完了，列车员又会推着小
车来收拾空饭盒。

随着车辆装备升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餐车陆续进入了电器时代，电磁炉、蒸饭箱、抽
油烟机、大冰箱……把6平方米的后厨变得井
井有条，厨师出菜的效率飞速提升，食材的保存
期限变得可控，餐车工作人员不用再站在“烤
箱”里干活了。

改革开放以后，列车餐饮也全面迎来市场
竞争和挑战。商贩们在站台上推着小车售卖不
同风味盒饭和特色小吃，多元选择让不少旅客
选择在途经的车站买饭上车。为此，列车不得
不大力组织餐车职工进行培训，从炒菜、摆台到
服务，一项项提质增效。餐车供应开始不断推
陈出新，八宝粥、瓜子、花生等休闲零食供旅客
闲时消遣，盖饭、炒饭、特色菜为旅客提供了正
餐选择。

电器时代的餐车环境有了质的提升，旅客
对餐饮需求也多样了，饭菜品种不再单一，从只

要求饭菜分量足向力求“粗菜细做、细菜精做”
转变。列车餐饮不仅有传统的盒饭、泡面，还增
加了水果、小食品等。盒饭改用一次性分格式
的食用塑料餐盒，上面盖有透明的盒盖，可以装
三个菜、一份米饭，有的还加了鸡腿或卤蛋。为
了保证菜品口味和口感，餐车还推出了“单锅小
炒”。

为让旅客的满足从舌尖走向心尖，餐车服
务推出餐车摆台、餐巾折花、插花等。每趟车始
发的时候，都会为餐车设计艺术桌台，让旅客们
既饱口福又饱眼福。餐车前台服务员王江浩用
餐巾折叠的仙鹤栩栩如生，引得旅客就餐时频
频拍照留念。

后台的厨师师傅们也不甘落后，精益求精
地制作着美味佳肴。青年厨师黄烨在工作中不
仅可以制作可口菜肴，还学会了简单的果蔬雕
刻手艺，用萝卜雕上几朵小花，就能把简单的菜
肴点缀得趣味盎然，为旅客旅途增添情趣。

如今火车跑入了高铁时代，借助移动互联
网的餐饮服务更加便捷。除了预定列车能提供
各式套餐外，还可以网上点外卖，让旅客舒适旅
行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沿途各地美食。石家庄站
作为全国首批开通互联网送餐的车站，配置了
互联网送餐中心。目前，已签约肯德基、吉野家
等7 户商家近40 种餐饮商品，以及赵县梨干、
藁城宫面等10种土特产供旅客选购。日均配
餐量200单，高峰日近800单。

旅客宋先生高兴地说：“上车后第一件事就
是在网上点外卖。沿途外卖品种多达20多种，
南北各站口味均有不同，有麻辣的，有酸甜的，
也有面食。孩子喜欢吃快餐就给他们订肯德基
和麦当劳，他们很开心。母亲年纪大了，高铁上
的盒饭荤素搭配很营养，就给母亲订了车上的
清蒸鱼盒饭。而妻子喜欢地方特色，沿途路过
哪里就吃到哪里。用手机轻松下单，热乎乎的
饭菜感觉比在饭店还方便。”

中国地图出版社自2012年以来与孤独星
球（Lonely Planet）合作出版旅游书籍，至今
已出版将近300种图书。从去年开始，我们尝
试打开文创市场，出版的《Mapaholic地图迷日
历2019》一经上市便取得不错的销量，这也促
使我们再接再厉，于今年推出了《Travel-
holic 2020好想天天去旅行日历》。

在孤独星球系列图书中，品种最多、最广为
人知的当属蓝脊旅行指南，以目的地为核心，提
供全方位的“衣食住行游”信息。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不断开发引进新的品种，比如自驾系列、
旅行读物系列、IN系列等，文创产品正是其中
之一。与去年以地图为主的台历相比，今年的

《Travelholic 2020好想天天去旅行日历》更
偏重日程本的形式。市场上的日历在追求内容
的分量，效率手册在追求简洁和功能，记事本在
追求质感和留白。我们在组合这三者时，不想
要生硬的拼接，而是希望得到融合的样式。

在这套日历中，“旅行”是贯穿始终的概
念。从形式上，我们将其打造成旅行箱样式，书
壳仿复古旅行箱的设计，护角、铆钉、把手和锁
扣一应俱全。护封作为行李箱的内衬，层叠效
果恰如风琴包。而日历主体采用“笔记书”的设
计概念，分为12册，每月一册。这个小小的“旅

行箱”同样具有收纳和展示功能，当2020年过
完，将12本小册子重新“装箱”，便是打包了一
年好时光。

在内容方面，这套日历既展示了丰富多样
的旅行灵感，也给视觉设计带来了变化。每一
册都提炼了主题元素，兼顾阅读性和观赏性，比
如1月份丝绸之路主题的民族图案、3月份咖啡
主题的咖啡用具、5月份徒步主题的脚印、10月
份火车之旅主题的轨道等。而整体低饱和的颜
色带来了宁静柔美感，让内容丰富的日程本依
旧拥有“本分”的样子。日期的数字设计采用很
大的字号和很浅的颜色，既保留了日历的样子，
又可以作为背景色，同时并不妨碍书写。除了
作为主体的日程本外，风琴页里还插入了6张
全彩双月海报。海报上都是独家内容，比如富
有逻辑层次的环球啤酒之旅信息图表，甚至有
从未出版过的内容，如神秘又诡异的海岛逻辑
树图。

我们始终认为，旅行并不一定要翻山越海，
乘坐七八个小时的飞机，体验异域风情，它同样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策划出版这套日历，
也是源于此。穿插在每页间的小贴士、冷知识
和地图给了你“诗和远方”，告诉你新疆维吾尔
族姑娘的眉毛为何又黑又浓、在黎巴嫩喝咖啡
有什么讲究、哈利和罗恩是在哪里追的霍格沃
茨蒸汽火车……为你在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
点亮“走出去”的渴望，而每一页的点点滴滴则
要由你亲手书写。我们希望当你在2020年12
月31日落下最后一笔后，这套日历并没有“寿终
正寝”，而是成为一部真正由你自己完成的书。

近年来，旅游网站、旅游APP、电子地图的
热度越来越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
多元。与其相比，纸质书在更新频率和携带的
方便程度上确实处于劣势。但这些平台所依赖
的UGC游记分享模式基本上只能做到“海量”，

而无法控制“质量”，尤其是地图的质量。作为
专业出版社，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实地调研获得
的翔实旅行资讯和实用准确的地图。在策划图
书产品时，我们考虑的一方面是巩固现有的优
势产品，定期更新蓝脊旅行指南，并扩大其覆盖
面，除了日本、美国、欧洲各国这类热门目的地，
还涵盖了古巴、塞浦路斯、智利和秘鲁等小众国
家；另一方面则尝试增加产品线，出版一些读者
定位更精准的图书，例如专为自驾游客准备的
国内外自驾指南、专注于某一具体城市或地区
的IN系列图书，以及每年为孤独星球粉丝和文
创爱好者精心打造的日历。

就像旅行图书在在线旅游信息的冲击下依
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样，日历也是如此。如果
只是看时间、记行程，那几乎可以包揽一切需求
的手机APP已经足够，但纸质版日历的魅力就
在于触动人心。亲手触碰，亲眼所见，亲手所
写，亲身所感，这一切是屏幕和键盘很难取代
的。有句话说得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
在路上”。现在，这套日历已经为你打包了整个
世界，出发吧！

寒露到，芦花白，花絮如雪，连成
花海。

现在，我们身边的秋色很绚丽，
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美得热烈而欢
快。清淡之人，特别想念故园的
秋天。

“芦花千顷水微茫，秋色满江
乡。”宋代陈亮这首词恍如写的就是
我家乡。只是没有江，有无数的
河，无尽的荡。故乡多湿地，湿地
生芦苇。南闸外，几千亩绵延开
去，和其他村镇的芦苇荡接壤，一
直远到天边，远到我们叫不出地名
的远方。

先人们一定是一群有诗意的人，
选择湿地栖居，和《诗经》里走来的芦
苇做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蒹是荻，葭是苇。
摇曳千年的芦苇，为秋守候，为爱代
言，和我们世代血肉相连。

我们那里，芦苇叫芦柴，长芦苇
的滩涂叫芦滩。父亲讲述，我的祖父
守着村落里最大的一片芦滩。有多
大？一天一夜走不完一圈。要吃肉，
下荡割几个芦柴个子去换；要穿衣，
也割几个芦柴个子去换。吃喝家用
都指着这片滩，是芦苇荡延续了我们
一族。后来分田到户，这荡分割给各
家各户。我们记事时，不论大人孩
子，一个人头分三五亩荡田还是有
的。没有谁比我们更熟悉芦苇了。

夏天，芦苇滩绿意盎然，飞鸟众
多。滩涂上更是丰富，有鱼有虾有蟹
有螺有蛇有龟有鳖有野鸡有野鸭，还
有它们下的蛋……天然的动植物课
堂，小学校老师一年一度组织的春
游，到现在仿佛记忆如昨。

由夏而秋，芦苇渐黄，芦花渐
放。当风吹芦苇发出干爽的沙沙声，
柴闹子鸟“切刮切刮”叫得人坐不住
时，秋色正好，芦花正扬。

芦花开了，柔如絮，轻如羽，绒绒
的，柔柔的，随风荡漾，风情万种。不
同时候看它，感觉不同。晨光里，透
过花絮看朝霞，好似蒙了一层红纱，
暖人心扉，柔人肝肠。正午阳光下，
芦花则皎皎如雪，银光闪闪，柔中带
刚。傍晚，夕阳的余晖里，蓬蓬松松
的芦花，和金色的夕阳糅合在一起，
无数的金丝线掺杂在雪绒花里，白中
有金，金中有白，灵动得很。芦苇对
水的爱恋，自尊又自卑，千年不改。
坐在水边，怀揣素心静观芦苇荡，我
们从这里顿悟世界的辽阔，个体的渺
小，不由得用力抱抱自己。

城市里，偶尔遇见人工种植的芦
苇，放花时，一小撮一小撮的，也引得
喜爱它的人们雀跃着奔过去合影。
也有女伴，摘几枝芦苇花，插在高腰
瓷瓶，复制想念中的风景。每每此
刻，我就想到故乡那片无边无际的芦
苇荡，芦花如雪的秋天。

芦花是最美的秋日诗词。王安
石有“江清日暖芦花转，只似春风柳
絮时”，他的芦花是温情的；陆游有

“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
中”，他的芦花是有人性的；黄庚有

“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
花”，他的芦花是霸气的。

我的芦花调皮得很。祖母用芦
花絮过棉衣，母亲用芦花铺过鞋窝，
这些穷困的记忆，丝毫不影响芦花带
给我们的趣味。我们用染料，将芦花
染成红的，似春日桃花烂漫；将它染
成蓝的，像蓝印花布沉静优雅；将它
染绿，就成九尾凤凰的尾羽，奔跑、喧
闹。秋天，我们只要芦花就够了，清
淡可调百味，洁白可染五彩，能诠释
秋韵的，最好是芦花。

风从外面跑到我们这里，从芦花
梢子上奔到村庄里，告诉我们，这就
是秋了。

收藏一年好时光收藏一年好时光
□□ 叶思婧叶思婧

高铁上流动着“中国味道”
□ 齐 慧 李溢春

芦花放白染秋色

□ 王 晓

秋天，我们只要芦花就够了，清淡可调百味，洁白可染五彩，

能诠释秋韵的，最好是芦花。

有趣的课堂

□ 金红雷

无论是绿皮车时代还是高铁时代，我们对火车的期望从来不只是速度和效率，

还有列车上那一餐吃饱喝足的念想。

今年，山

东青岛河西小

学启动了传统

文化进校园活

动。“碰鸡蛋”

的习俗，激发

了孩子们的兴

趣。

海洋生

物专家专程

来到青岛河

西小学，给

同学们现场

讲解海洋生

物的奥秘。

青岛河西

小学举办公交

车逃生演练，

学习公共交通

安 全 应 急 知

识。

我们的远方不光在脚下，还在书页

间，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听图书编辑

给我们讲讲，一本好看的旅行指南是怎

么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