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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百年坊子

远行归来

我走进坊子，是因为从村里
的学校，转学到了坊子铁路职工
子弟学校，这所学校简称“铁小”。

后来学校升级，先是于1972
年设立了初中，又在1974年成立
高中部，学校的名字也改为“铁
中”，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称
谓，因为除了初中、高中，学校的
小学部也是在一起的。

我从小学五年级转学到“铁
小”，当时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离家远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加不
舍的是那些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伙
伴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
学校，什么都要重新开始，好在老
师和同学都待我极好，不久便融
进了“铁小”，心情随之舒畅。“铁
小”升格初中后，我们成为首批初
中生，两年后学校升格高中，我们
这批学生又成为第一届高中生，
此后成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因
此收获了坊子铁中的好几个第
一，也算是一种幸运。

在此读书的那五年，可是坊
子的高光时刻，仅我们学校所在
的那条叫做“五马路”的街上，高
中就有潍坊四中、坊子煤矿中学
和坊子铁中。不远的“三马路”上，
还有创设于20世纪初期的坊子三
马路小学，创设人兼校长许海南
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我和伙伴
一起步行上学，有读四中的，有读
铁中的，也有读矿中的。琅琅读书
声，飞出校园，在蓝天白云下交织
回响。

那时候，坊子有火车站、酒
厂、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联合
医院、煤矿、电厂、无线电厂、服
装厂、工具厂，南来北往的上班
族、学生穿梭往来。通往潍坊城
里的2路公交车，趟趟爆满。火车
站是交通枢纽，三马路则是繁华
商圈，五马路灯光球场、电影院、
书店一应俱全，还形成了四十间
房、二十间房、红房子等铁路职
工家属大院。小城人口一度高达
五万，一个只有五条马路的小城
坊子，热闹与拥挤的情景，可想
而知。

胶济铁路

是坊子的脊梁

1902年，胶济铁路由东往西
通过坊子，修到潍县(今潍坊市)
城，完成了第一阶段建设任务。
根据当时德国人初期的勘察设
计，胶济铁路本无通过坊子的计
划，毕竟当时的坊子实在太不起
眼了，就是一个偎依在虞河西岸
的小村庄。虽然说坊子的历史很
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氏族部
落聚集，汉代青州北海郡桑犊县
治所，就设在据此两公里的泉河
头附近，然而直到清末，“坊子”
二字才正式出现在当地人的视
野中。

据传说，附近宁家沟村刘氏
父子，在由潍县城通往安丘、诸城
的驿道三十里处，开了一间车马
店，此处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唯
有一堆当地人挖井时留下的土
方，刘氏父子灵机一动，就以“土
方”为契，取名“坊子店”。1901年，
德国人在“坊子店”东一里地处，
开凿了第一眼煤井，与“坊子店”
为伴，取名“坊子竖坑 (井 )”。但
是，1902年胶济铁路通至“坊子
店”时，德国人并未将车站取名

“坊子站”，而是因离火车站不远

的一个张路院村，而定名为“张路
院站”。

德国人从中国攫取的第一列
火车煤炭，就是从“张路院站”运
往青岛港，再转道欧洲的。直到
1915年，“坊子店”周边茁壮成长
为一个小镇，才正式将火车站改
名为“坊子站”。德国人之所以将
本来从高密直达潍县城的胶济铁
路，突然拐了一个大弯，绕行到坊
子，就是因为他们探得此地的煤
炭资源，因此不惜重本，拐着大弯
把铁路修到“坊子店”。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贯通，
青岛到济南393公里，坊子站居中
偏西，加之站东有奔流不息的虞
河，可供火车以及车站所需用水，
因而坊子站被确定为一等大站。
货物列车在此编组，更换牵引火
车头，客运列车还要在此停车十
几分钟，火车头加水、驾乘人员交
替，从此坊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胶
济重镇。

随着火车开行数量的急剧增
加，煤矿开采的扩大，大量铁路工
人和煤矿工人及家属聚集到坊
子，坊子一时间人口剧增。这里开

始摆货摊、设集市、建商店、盖住
宅。在坊子火车站前，形成了东西
向的茂林路(一马路)，不久又开
出二马路，之后又开了三马路、四
马路，以及南北向的南洋街、东复
路、北大营街、商会街等。清光绪
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在坊子设
立管理机构，始称坊子镇，老百姓
则叫坊子街，自此坊子正式进入
国家行政版图。

坊子站作为周边几十公里之
内的铁路枢纽，作用日隆，我读书
时达到顶峰。近处自不必说，诸
城、安丘、昌乐、昌邑及至更远的
五莲等地，人们要出远门，首先就
是想办法从自己的家乡到坊子，
再从坊子站出发去往目的地，那
可真是“南来北往全国客，去东到
西过坊子”。

1979年夏天我考上大学，从
坊子站乘坐火车到省城，以后每
年两个假期都要来回往返，从未
间断。1 9 8 3年我将要大学毕业
时，胶济铁路一改八十多年的行
走线路，取直而前，潍坊站与南
流站之间的二十里堡站、一百七
十三公里站、坊子站、王松站等
既有火车站，被甩在了原来的弯
道上，与越跑越快的火车渐行渐
远。

永不枯竭的

城市资源

有人说，“坊子是一个火车拉
来的小城，也是被火车拉走的一
座小城。”

上世纪80年代，热闹了八十
多年的坊子站一下子沉寂了，坊
子人很不适应，每天都有不少百
姓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东张西
望，嘟囔着“过去这个点儿该是北
京车来了，那个点沈阳车要进站
了”。

不久之后，坊子煤矿资源逐
渐枯竭，慢慢关上了曾经排队进
出拉煤的大门，八十多年来煤矸
石堆积起来的渣子山被夷为平
地，这里曾经被称为“坊子四大
景”之一。过了不久，解放军第八
十九医院搬到潍坊市里，酒厂东
迁出城，随之而来的是铁中、矿中
相继撤并，四中迁至新区。大量的
铁路、煤矿、医院职工及其家属去
往他乡，人口外流，小城出现空
置。

每次回坊子，我都会到旮旮
旯旯转悠，漫无目的，既不是看到
了什么，也不知失去了什么，就感

觉脑海里一片空白。2004年春节，
大年三十暴雪突至，心生一念，觉
得我应该去看看坊子，就拿上相
机漫行在了漫天大雪里。我从三
马路出发，到了铁中旧址，“买摩
托到铁中”已经成为新的地标；远
观突兀渣子山，穿过冷寂的医院，
漫步落寞的站台，又去站东头的
虞河铁路大桥，向着远方大声呼
喊。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我手里
的录像机居然被冻住了，不再工
作。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细心、全
面记录坊子，虽然曾有五年的时
间待在这里，却不知坊子的深
处，藏着这么多美好与秘密。经
过整理，以《坊子的老房子》为
题，刊发在了报纸上。反响之热
烈令我意想不到，收到一摞读者
来信，既有和我一样，已经离开
多年的坊子人，亦有几代居住在
坊子的“土著”，还有一些人与坊
子有过一面之缘，曾坐着火车上
路过坊子，因买了站台上的肉火
烧和炸麻花，而难以忘记坊子的
外地旅客。这使我感知到坊子的
魅力，这不仅在于这座百年小镇
的自我营造，座座跨越世纪的德
日老建筑，载着乡人的希望东奔
西走的火车站，更有深藏于坊子
人心中的故事，都是永不枯竭的
城市资源。

城市资源是一个广义词，不
仅泛指地下矿藏，留存的古建筑，
也包括隐藏于人们心中的记忆与
情感。百年坊子怀揣着太多的珍
宝，需要一座新的“竖坑”，挖掘先
人留下的大把财富，重塑一个新
的百年乃至千年的坊子。

如今，坊子留有一整套完整
的铁路运转系统，铁路基础还在。
我一直畅想，让进入博物馆的蒸
汽机火车头开起来，难道不是绝
佳一景吗？坊子整体规划颇似欧
洲小镇，道路布局明晰，小巷、胡
同畅行无阻，数百座保留完好的
德日建筑群，形成了坊子特色，这
在国内着实罕见。

枯竭的坊子煤矿被打造为
煤炭博物馆，人气渐盛，原八十
九医院旧址华丽转身，成了“坊
茨小镇”，现在已然是坊子的新
地标。清早起来，炊烟缭绕，肉火
烧、朝天锅香气扑鼻，小城生机
勃勃，这不就是梦境之童话小镇
吗？

心里有，身已动。远行的人听
到了故土的呼唤，已经踏上回故
乡之路，我在坊子火车站等你！

电视连续剧《南来北往》播出后，外景拍摄地坊子让许多观众很感兴趣，也有一些朋友把相关消息转发给我，令我这个个
坊子人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在这里读了五六年书的人，坊子的草草木木、一砖一瓦都装在我的心里。少年时，我每天走走过坊
子火车站，一马路、三马路，来回十公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装着的坊子，依然如故。

小城坊子是一座因煤和铁路而兴的胶济重镇，这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条道路、每一个人，都装着煤矿和铁路留给他
们的礼物。百年坊子归去来兮，故事很多很多……

坊子：一座因煤和铁路而兴的小城

坊子火车站外景

坊子火车站站前广场

坊子火车站 三马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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