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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5 月 10 日是美国加

州的“铁路华工纪念日”。1869 年

5 月 10 日，最后一根“金色道钉”

把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

铁路连成一体，首条横贯美国东

西、穿越整个北美大陆的铁路宣

告竣工。

铁路开通后，原来从美国东

部到西部需要六个月的路途缩短

到只需一周，这条铁路也被称为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

迹”之一。

这条铁路成就了现代美国，

也凝结着数以万计华工的汗水、

智慧与生命。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西部进

行开发，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

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为

满足其劳动力需要，美国与清政

府签订《蒲安臣条约》招揽华工，

大批华人由此进入美国，成为美

国西部开发的重要生力军。

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两万多

名华工承担了最为艰难的西段工

程（长达 1110 千米），他们忍受稀

薄的氧气和刺骨的寒冷，穿越海

拔 2100 米的内华达山脉，建设了

50 座桥梁和十多条隧道。

1866 年，华工面临着一块被

称为合恩角的花岗岩石墙，这是

他们最大的拦路虎。在塞拉岭通

道这险峻的地方，华工们将自己

拴在吊篮里，悬崖上凿壁填塞火

药，为铁路开辟通道。

可以说，华工们在高山峻岭、

沙漠盐湖之间，用一寸一寸的努

力，铺就了连接两岸的州际铁路。

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华工还

承受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他们冒

着生命危险，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

的劳苦作业。然而，他们拿到的工

资却比其他劳工低廉得多。

尽管华工也曾以罢工等方式

反抗，但并未换来应有的公平对

待。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华工的贡

献并未被提起，他们的身影和故

事，被排除在美国崛起故事之外。

但历史不会被遗忘。筑路工

人之孙、华裔退休工程师赵耀贵

(Bill Chew) 从 1999 年起四处奔

波，在旧纸堆里翻刨，寻找华工后

裔，走访工人后代，与美国学者辩

论，在 2004 年出版了《美西大陆

铁路无名建设者》一书。赵耀贵研

究当时工人因筑路受伤和死亡的

情形，发现伤亡率远高于其它工

程。美国东部铁路修筑雇用的是

爱尔兰和欧洲工人，开拓西部因

为有印地安人阻挠，加上高山峻

岭天气酷热，工人难找，所以多数

找华工帮忙。

当时很多不知危险的华工被

派去安置炸药，有时来不及撤到

安全地方就被炸死。赵耀贵发现，

铁道工程在凿

山洞时，每天有二

三十人伤亡。这些华工只能自认

倒霉，遗体由各人所属的公所或

会馆协助运回家乡。

如赵耀贵般的历史挖掘者让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华工故事。

2014 年 5 月，美国劳工部将

铁路华工列入荣誉纪念堂，铁路

华工成为进入该纪念堂的首批亚

裔群体。

2017 年 5 月 8 日，美国加州

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案设立“铁

路华工纪念日”，希望能够纪念用

血汗修建了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

洋铁路的华工。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

院暨建筑系教授谭金花曾表示，

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铁路

的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未来的

中美民间交流，都起到重要的铺

垫作用。

（徐文欣来源：中国侨网）

在德国汉堡市中心，有一家名为卜卜书斋的中文书店。这家

书店让中文书读者们在德国实现了“中文纸质书自由”，也成了

他们慰藉乡愁的温暖驿站。

卜卜书斋的主理人叫邓沛翔，他 2015 年到德国读书，毕业

后在当地从事项目管理工作，业余时间经营这家书店。

最初，卜卜书斋只是一家线

上书店，当时邓沛翔要参加一场

考试，急需从国内买一些教材，

于是有了建立一家中文书店的

想法，并着手筹备建立书店。

“通过一两个月的市场调

研，也和朋友们聊了聊，大家都

觉得可以尝试。我们先成立了一

家公司，获得书店运营资质，转

运了一批书过来之后，我们又自

学建立网站，线上书店于 2021

年 7月上线。”邓沛翔说。

卜卜书斋的线上书店最初

只有 30 多种书，后来随着书籍

越来越丰富，线上书店的顾客也

渐渐多起来。不仅仅是德国的读

者，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

奥地利等国家的中文书读者都

会在网站上订书。

“从线上书店建立那天起，

我们就开始为落地线下做准

备。”邓沛翔说，开一家中文实体

书店，不仅是卜卜书斋的里程

碑，也是中文书读者们的心愿。

他说：“中文纸质书在欧洲

比较稀缺，以前大家买书要从

国内转运，过程繁琐、等待时间

长，久而久之很多人转而阅读

电子书。希望通过建立中文书

店，让大家重拾阅读纸质书的

习惯。”

在德国开实体中文书店，没

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所有东

西都是未知的，总能遇到预料之

外的大小问题，需要一点点摸索

着解决。

邓沛翔说：“实体书店开办

前，在财务、税务和法务等方面

都有一些工作要做，房租、人工、

水电等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

去年 4 月，卜卜书斋柏林快

闪店试运营。邓沛翔说：“还记得

书店开业的第一天，虽然开店时

间是 12 点，有读者 11 点就来等

待开门，那天一直到晚上关门顾

客都络绎不绝。三个月后，柏林

快闪店结束了，我也有机会重新

思考书店的成长。”

去年 7月，邓沛翔开始寻找

让书店落地汉堡的机会，后来和

一位服装设计师敲定了合租方

案，在市中心附近租下一间店铺。

他说：“签完租房合同后的

72 小时里，我们就火速搭好了书

“做有温度的书斋”一直是

卜卜书斋的运营理念，在邓沛翔

看来，温度体现在与读者的沟通

和交流。“我会用便利贴给新书

写上个性化推荐语，方便读者选

购，也会根据读者的需要推荐一

些书，大家很相信我推荐的书，

有时我说这本书很好，他们就直

接买走了。”

“书籍包装方面也很用心，

我会把书放在印有书斋 logo 的

油纸袋里，还会随书赠送特别定

制的磁吸书签、帆布袋等文创产

品。”邓沛翔说。

丰富的线下活动也是卜卜

书斋的特色之一。去年，书斋在

柏林、汉堡、波恩与莱比锡四个

城市组织了 8 场线下读书会和

圆桌讨论，涉及女性文学、社科

经济、中欧神话、人文爱情等话

题。

“读书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活

动形式，现在我们保持每个月举

办一场的频率，每次邀请十几位

读者来到书店，我作为领读人带

领大家共读一本书。”邓沛翔说，

参加读书会的有留学生、白领、全

职妈妈等不同群体，大家不仅探

讨读书感想，也分享生活经历，每

个人都能真诚地表达自己。

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

场读书会是大家一起读《蛤蟆先

生去看心理医生》，通过一起探

讨这本书，大家了解情绪来源于

何处，如何应对各种情绪，独立、

自信地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从书籍选题、参与人数到流

程设计，邓沛翔也根据读者反馈

不断优化读书会，他表示，未来

如果有余力也会拓展更丰富的

线下阅读活动，用不同的形式带

动阅读、感受阅读、交流阅读。

“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

手握中文纸质书的喜悦，还能化

解大家知己难觅的难题。”

同时邓沛翔也在运营读者

社群，用于发布新书到货的通知

和读书会的信息。社群里的人来

自于各行各业，比如有经济学博

士、幼儿中文教师、化学工程师

等 2000 余人。“大家的共同点就

是爱书，会在群里交流读书感

想、推荐图书，在异国他乡能遇

到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读中

文书也很幸福。”邓沛翔说。

“书店是我热衷的事业，即

便现在还会为稍显局促的书店

空间和有限的进货资金而头疼，

但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书店一

步一个脚印地成长。”邓沛翔表

示，卜卜书斋就像一个种子，未

曾知道结出的是什么果，或者是

否会结出果，年年岁岁，给出一

点点热情，一点点耕耘，相信终

会成为大家憧憬的样子。

（吴侃 来源：中国侨网）

架，又把 20 多箱书籍和文创产

品搬到店里。去年 10 月 14 日，

卜卜书斋终于在汉堡市中心拥

有了自己的一个角落。书店‘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天都向大

家敞开大门。”

卜卜书斋目前有 600 多种

中文书，邓沛翔在书籍的选择上

花了很多功夫，有古典名著和国

学经典等构成的典藏书单，也有

人气新书组成的畅销书单。书籍

种类涵盖人文历史、散文纪实、

心理励志、职场理财、语言学习

等不同领域。

他介绍，书斋里还有一个德

语角，有 40 多本德语书，有华人

会购买德语版《西游记》送给德

国朋友，对科幻主题感兴趣的德

国读者会选择德语版《三体》，中

德双语的中国成语故事和中国

神话故事也受到中文学习者的

喜爱。“未来我们还会增加德语

图书选品，希望给德国读者打开

一扇靠近中华文化的小窗。”

卜卜书斋汉堡店开业半年

来，有很多让邓沛翔印象深刻的

顾客。“记得有一个中文流利的英

国游客，在地图上看到我们的店

就找了过来，后来选购了一本小

说。有个华裔女孩来给妈妈选生

日礼物，在我的推荐下选了一本

女性文学的书。还有位华人妈妈

找到我，想为孩子买一些中文读

本，辅助孩子学中文，我推荐了

《画给孩子的十二生肖》《画给孩

子的二十四节气》等中文绘本。”

从线上独立站到线下书店

在汉堡拥有属于书斋的小角落

做有温度的中文书店

卜卜书斋柏林快闪店。受访者供图

一个华裔女孩在卜

卜书斋看书。受访者供图

卜卜书斋汉堡店

里，读者正在选购书

籍。受访者供图

邓沛翔（图右）在

卜卜书斋。受访者供图

1869 年 5月，太平洋铁路竣工仪式。江门市博物馆供图

华工攻克的第一

道难关———布鲁默深

槽。江门市博物馆供图

中央太平洋铁路

上的栈桥。江门市博

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