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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站台票里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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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传说的故事讁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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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纽约联合国总部经济

与社会理事厅，“年龄的联

系：城市，希望的磁场———

用音乐作为全球的资源，

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

方案”会议正在进行。

这一夜， 西装革履的

各国代表放下了平日的戒

备，他们敞开胸怀，放松姿

势， 在柔声细语中共同见

证一个时刻。黑、白、黄三

色构成的肃穆空间在一团

团斑斓的色彩冲击下有了

生气， 中国五彩呼伦贝尔

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戴着

本民族的帽子、 穿着古老

部落的服饰跑进来了，他

们受邀在此进行专场演

出， 以实例展示音乐在解

决各种社会发展议题方面

的作用。

歌声响起，这一刻，时

间慢了下来。 面对陌生的

异国异族语言， 往日不离

手的同声翻译耳机此刻被

各国代表们轻轻搁在台

面， 从他们平静的面容可

以看出， 听不懂唱词并不

妨碍他们理解歌声里传递

的情感。

四五百平方米的大

厅，200多位特别观众，主

席台搬走后的狭长过道充

当了临时舞台， 没有任何

的舞美和灯光， 这恐怕是

五彩传说最迷你、 最简约

的演出， 但是观众的多元

世界注定让这场局促的演

出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特

命全权代表李保东大使和

夫人侣海林公使衔参赞来

了，向他们介绍孩子故事的

人是蒙古族老同学、时任外

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在长长

的与会名单上，从叱咤风云

的政界领袖到引领风潮的

艺能界大腕，多元的身份营

造出一个奇特的气场。

李保东在致辞中表

示： 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口

达到70亿、 城市化高速推

进时代， 在中国有些少数

民族地区， 虽然自然条件

艰苦、发展相对落后，但是

当地人从未放弃追求美好

生活的希望，这群孩子用自

己的民族语言演唱草原上

世代相传的歌谣，以充满希

望的旋律为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联合国国际关怀组织

（ICCC）将“人类关怀：音

乐与发展” 奖杯颁授给了

五彩传说的创意总监及导

演王钰喆。自1996年以来，

已经有23位各国人士因其

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获得该

组织授予的关爱奖项。在

王钰喆之前， 还没有中国

代表、 包括华人代表获得

过该奖项。

该组织创会会长黛安

娜·戴维斯教授表示，授予

王钰喆此奖项是为了表彰

她用音乐改善人类生存状

态所取得的成绩， 以及她

在创造性的慈善活动中的

远见。

黛安娜·戴维斯教授

主持了颁授礼：

这些偏远地区的儿童

用他们的童谣， 促使人们

关注正在消失的文化，也

促使人们保护这些文化宝

藏， 改善儿童的生活和教

育， 同时亦展现出一个运

用音乐这项全球资源推进

可持续社会发展的范例，

这与该组织推进解决人类

社会面对的经济及民生问

题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刻有联合国会徽的

讲台前， 穿着暗红色调的

民族风纹饰长袍， 披着紫

红色围巾， 扎着马尾辫的

王钰喆从联合国代表的手

里接过奖杯。 在领奖致辞

中， 她谈到在创作和提升

合唱团时的艰辛， 眼圈有

些潮红，6年的风雨路，已

经让这个年轻姑娘在砥砺

中学会了坚强面对生活。

颁奖结束后， 王纪言

带孩子们来到纽约一家知

名花式铁板烧店用餐，庆

祝美国之行的圆满结束。

这场庆功宴， 只有烤肉能

够对上孩子们的胃口，美

国大厨的烤肉刀叉花式表

演让孩子们很是开心，而

孩子们饭后回敬的歌声也

把厨师们吓了一跳。 那一

晚，王纪言用他的手机帮每

个孩子给万里之外的家长

挂了电话。

合唱团从踏上美国土

地的那一刻， 孩子们的生

活体验都被联合国电视台

的摄制组跟拍记录了下

来。 这部电视纪录片被剪

辑成一部10~12分钟的专

题放在“21世纪”播放。

也许，在若干年后，会

出现那么一个场景：

蒙古包里，借着羊油

灯一闪一闪的火光，对着

躺在膝头的孩儿，妈妈讲

起了故事：从前，在草原

上有一些祖祖辈辈生活

在那里的牧民，他们的孩

子从小会唱歌。孩子们参

加了一个儿童合唱团，从

家乡唱到首府，从首府唱

到北京 ， 从北京唱到香

港、台湾，唱到了上海世

博会，再然后，是纽约，是

联合国……演出近百场，

在当代顶级的剧场，感动

了所有到场的观众。

孩子仰面问道，妈妈，

这故事是真的吗？

妈妈回答说，孩子，是

真的，但像个传说。

听说过收藏古玩字画

的， 收藏铁路元素纪念品

的恐怕并不多见。 呼和浩

特市的贾海滨就是这样一

位收藏迷。铁路证章、信号

灯、铁道路徽、印有火车头标

志的喝水缸子，以及大量颇

具收藏价值的站台票……

在贾海滨装修一新的书房

里， 带有铁路元素的藏品

不胜枚举， 俨然一个小型

铁路博物馆， 其中最多的

藏品还要数一张张印制精

美设计新颖的站台票，每

张站台票印有所属铁路局

简称、站名、编号，拥有着

浓郁的地方气息。

1968年， 贾海滨出生

于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

父亲、哥哥、姐姐都是铁路

职工， 不仅家人穿戴的衣

帽上有铁道路徽的图案和

徽章， 就连家中常用的水

杯、工具上都有铁道标志。

贾海滨耳濡目染， 从儿时

起便对这些铁路相关的物

品情有独钟。

18岁那年， 贾海滨参

加工作， 成为了呼和浩特

铁路局一名铁路职工，先

后从事过铁路扳道员、助

理值班员、 货运火车运转

车长。上个世纪90年代，货

运火车取消运转车长这个

工种， 他被调配到客运火

车上当运转车长。 每逢两

列旅客列车会车时， 他都

通过手中的信号旗和信号

灯对方列车上的运转车长

交换信息。2014年10月15

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普速

旅客列车正式开通使用旅

客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

（简称客车列尾装置），全

国铁路普速旅客列车运转

车长这一工种也彻底退出

历史舞台。此后，他又被调

配到机关工作。 他在铁道

上和列车上工作时使用过

的煤油信号灯、 电池信号

机等各种工具至今还保存

完好。

“这些制作比较粗糙、

没有图案的站台票是早期

发行的， 当时售价5分钱1

张……”3月1日，贾海滨一

边小心翼翼地打开收藏册

一边向记者介绍， 不同地

方、 不同时期的4000多张

火车站台票， 已经被他精

心整理装帧成十余本册

子。记者逐页翻看后发现，

贾海滨收藏的站台票主要

以 1992年以后印发的为

主，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全

国各地火车站的站台票才

有了统一规格：长15厘米、

宽6厘米，每隔一段时间更

新一次， 无论是材质还是

题材， 相较以前都有了很

大提升，有的单张发行，有

的成套发行。

贾海滨告诉记者，每

逢呼和浩特火车站发行新

的站台票， 他都会去购买

完整的一套用于收藏，日

常工作中， 他也会利用跟

车时间在列车所经之地购

买当地最新发行的站台

票，去不到的地方，便委托

其他车次的列车员代劳，

有时候也会和有相同爱好

的外地朋友交换， 逐渐丰

富自己的收藏内容。 在贾

海滨收藏的众多站台票

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35周年纪念站台票是

他最宝贝的。 这套站台票

发行时间为1984年9月15

日至12月31日， 由铁路票

据管理研究所设计制作，

北京站发行。 票面尺寸长

15厘米、宽6.5厘米，每张票

面值0.10元，全套共5张，分

别展示了天安门、 长城火

车、 故宫全景、 北京站夜

景、京都新建筑5景。由于

这套票只发行了3个半月

就全面停止了。当时，人们

没有收藏的意识， 能凑齐

一套5张的更为少数。2007

年， 他无意中听说北京一

位藏友高价出售， 便第一

时间赶过去， 以1200元的

高价购得了这套宝贝。

“国家每个时期发行

的站台票都有很大的区

别， 它们都是历史的见

证，而且站台票的内容十

分丰富，自然的、历史的、

地理的，称得上是一部微

缩的百科全书。” 贾海滨

告诉记者，随着实名制验

票进站的推行，全国各地

火车站台票已经停售了。

偶尔翻看这些极具纪念

意义的火车站台票， 昔日

里凭借站台票挥手惜别亲

友的一幕幕感人记忆又浮

现在眼前……

古老民谣唱响联合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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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家乡———中国内蒙古》摄影

展吸引了联合国的各国代表（资料图片）

王钰喆和孩子们（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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