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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真是高妙无

比，“后来者居上”，仅仅五个字，里面装

着无数内容与内涵。

新丰台火车站当得起这五个字。

在过去的年月里，京城里的人，谁

去丰台火车站呢？那里 几乎就是“乡

下”“等外”“地位低微”的同义词，总

之是土得掉渣儿的所在。无可否认的

是，过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总有一

个奇怪的现象，凡跟农村有点儿瓜葛

的物事，就会被轻视乃至轻蔑。尽管我

们吃着农民，喝着农民，穿着农民，我

们的农民们干着最累的活，过的是最穷

的日子，但农民的地位却是最低的。直

到现在，这种状况也并没有多少改观。

那时贵气的是北京火车站，北京人

口称“北京站”。北京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10周年的“十大献礼工程”之一，

的确建得高大上，一直到现在还是排在

北京各火车站之首。后来的西客站，虽

然从外表上叠亭架屋，辉煌了不少，但

内部形制依然是北京站的翻版，由于天

顶还是传统建材传统施工，致使内部采

光不畅，里面还是黑乎乎的感觉，每次

进站上车都很压抑，人多的时候，竟然

还会生出仓皇出逃的灰心……

北京南站的感觉就好多了，大玻璃

钢天顶像天堂洞开了一扇天窗，形成了

明亮的愉悦感；大棚式的整体结构，将

客流主体拱卫到大厅中央，把商店和服

务设施放在两翼，也形成了以人为主体

的服务感，初期投入运营时得到过强烈

的好评。但随着夏天的到来，人们在明

晃晃的光照下，感觉到强烈的热光还是

像老巫婆悄悄伸进来一只魔爪；再加上

一下子被跻身在毫无遮拦的大厅里，满

眼都是晃动的人群，躁闷感立即就袭上

心来，头也大了。

而新建成的丰台火车站，后来居上

地克服了上述这些缺陷。候车厅被分割

成一个空间又一个空间，既相对独立又

互相连接，宽敞、明亮、安静、方便，还

很讲究，不疾不徐地让人享受着空港候

机楼里才有的那种贵气。令人交口称赞

的是，一排排座椅，无论坐在哪个位置

上都能清楚地看到闸口上方的电子屏

幕，红色光标轮番滚动，显示着上一班

火车的信息，以及下一班火车的车次、目

的地、开行时间及检票时间，这最后一

项是别的车站都没见过的服务，从大众

的心理需求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种站

位旅客角度上的服务。对了，我还要大声

赞美的是这座新车站的文化元素，处处

低调奢华地呈现于人们的目光中。最印

象深刻的例子，是大厅里的人行步道，利

用灰与白两种颜色的地砖铺出了一个大

大的“丰”字，既契合地域环境让人会心

一笑，亦呈现出当今丰台区的自信，真可

说是巧夺天工的构思。

赶火车再不是遭罪的“被逃难”

了，而成为“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舒心，

甚至上升到了享受的级别。这就叫作

“后来者居上”，这就叫作“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丰台，现在轮到你大展宏图了！

是的，我已强烈感觉到了什么。一段

时间以来，北京新闻里每天都有丰台的

报道，比如2022年10月丰台举办了航天

航空领域关键技术交流与应用研讨会，

今年6月又在丰台丽泽召开了2023中国

商业航天发展大会，中国探月工程首席

专家欧阳自远、中国首批航天员兼教练

员李庆龙等，线下参会代表400多人，就

大会主题“智汇新航天，共创新未来”，

展开了一场前瞻与深度并存的智慧研

讨，线上参会人数居然达到了10万之众！

过去的狩猎场、养鸭场、浙江村、服装

城……这片平民百姓生活的活动区，小

草小花生长的平凡地域，如今已成为一

只蓝天翱翔的火凤凰，正向着国际一流

“科技+文化新地标”和“数字经济新高

地”而奋力腾飞。

凤 凰 出焉，风姿独 绝。它正衔来

“新一代互联网”“数字贸易与文化贸

易”和“高端科技服务”三朵牡丹花，

赋予古老的“国色天香”以21世纪的全

新涵义。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

凤凰既出，百鸟齐翔。牡丹花开，群

花绽放。

我从丰台的振翅飞翔中，听到了全

中国奋飞的交响。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韩小蕙

《丰台风情咏》
诗歌选登

遇“荐”好书

普利策奖入围作品《看

不见的森林》作者的新书。

以12种不同生境下树木周边

的声音为线索，描绘了一个

由树、人及其他生物构成的

生命共同体，思索世界网络

是如何在冲突和残酷中达成

和谐的永恒。

《树木之歌》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入围英国皇家学会科

学图书奖，《福布斯》年度

最佳鸟类图书，英国著名

鸟类学家伯克黑德的科普

佳作。

层层剥开一枚鸟蛋，

深入探索个中奥秘。

《剥开鸟蛋的秘密》

蒂姆•伯客黑德 著 

《熊猫的拇指》作者、美国国家图

书奖得主斯蒂芬·杰·古尔德人生中最后

一本科普著作。书中追溯科学与人文学

科冲突的历史根由，借用刺猬和狐狸的

隐喻，厘清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复杂关

系的真相，用实例证实学科融合的巨大

优势和潜力。

《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

斯蒂芬•杰•古尔德   著

题 记

丰台姓“丰”，这 是个多么吉

祥的好字，属丰收、丰盛、丰腴、

丰满、丰茂、丰盈、丰采、丰富、丰

厚 、丰美、丰 年、丰沛、丰 饶 、丰

润、丰 瞻、丰实、丰 硕、丰沃、丰

裕 、丰足、丰致、丰 稔 、丰 壤、丰

融、五谷丰登、水草丰茂、丰姿绰

约、丰华正茂……诗云：“湛湛露

斯，在彼丰草”（《诗经·小雅·湛

露》），“丰 年多黍多稌，亦有 高

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

妣 。以洽百礼，降 福 孔皆”（《诗

经·周颂·丰年》）。真好，这 在北

京市的全部16个区里，可是上天厚

赐的独一份。

我家住在丰台迤北，星斗从东闪到西

大“丰”起兮—北京南中轴线上的交响
（三）

编者按：今年以来，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抗战、建党、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北

京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山河永定·丰宜福台”主题征文创作活动，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

以飨读者。

丰台看芍药诗

沈德潜（清）

（一）

丰台远近并栽花，拄杖敲门野老家。

随意殿春搴一朵，狂来欲插帽檐斜。

（二）

柔枝秾态若为情，客里看花眼倍明。

略似少陵临水见，五家合队丽人行。

（三）

文窗雕砌付苍烟，开到名花转可怜。

犹有园丁闲把未，逢人还诉旧平泉。

（四）

载酒闲园赋折枝，风流七子忆南皮。

廿年鸟影匆匆过，互对名花看须丝。

 来源：《日下旧闻考》

【作者简介】

沈 德潜（16 7 3 -17 6 9 年），字碻

（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

学者。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

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67岁高龄

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

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

沈德潜所作的诗大都平正典雅，

为台阁体诗人的典型。其论诗主格调，

古体宗汉魏，近体尊盛唐。在诗的内容

上，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

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丰台芍药

沈季友（清）

天坛游去板车牵，岳庙归来草帽偏。

买得丰台红芍药，铜瓶留供小堂前。

来源：《北京风俗杂咏·学古堂诗集》

【作者简介】

沈 季友，字客 子，平湖 人 。生卒

年 均 不详，约 清圣 祖 康 熙中 前 后在

世。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 8 7年）副

榜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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