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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技监、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詹天佑

撮干1913年



交通部技监、全国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

摄于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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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山洞内线路以千分之三十的大坡道穿行山岭，显

示京张铁路工程之艰险。本图引自詹公天佑遗著《京张铁路
工程纪略》之附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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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天佑自书履历



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司詹天佑抄录升职之捷报



亡婚 毒，拳群：艇鼍囊却《嚷锄p。

詹天佑抄录直隶总督奏保本省内授予进士出身人员名单。

奏请光绪帝殊笔批示之奏报抄件



詹天佑抄录授予工科进士出身之捷报

(详见本书正文中《历经废除科举新政》文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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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页译文

义和团事件过去后，中国清政府权威人士对外宣

布，中国打算修建一条通往蒙古地区的铁路。而中国

在使用外国资金和外国工程师修路过程中，是吃了不

少苦头的。清政府面临邻近列强国家势力范围中碧

眼人互相争执修路权的情况下，权宜之计是，用中国

自己的资金，和自己的修路人员，修建这条铁路通向

卡拉干(Kalgan)。(笔者注：卡拉干即张家口，详见本

书内介绍英文韦氏大辞典之正文。)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项工作就落在工程师詹天佑先生肩上。外国人嘲

笑说：“呸!呸!这个金达Kinder手下的中国年轻

人，绝对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中国在世的人中，没有

能修建铁路通往长约10英里、升高1800英尺的南口

关沟段山区的人!(或译为能修此路者尚未出世。)

这一设想绝对不能实现；甚至对于有成功经验的外国

工程师来说，也是一项极为严重的工程任务。让没有

经验的中国人独自去干吧!”但是，詹道员勇于承担重

任，并且将舍有总长超出1英里山洞工程、只用每英

里不到5万金元的记录、长约130英里的卡拉干铁

路，成力效率纪念象征的山区铁路建成，并已通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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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了，没有一个外国工程师参与工作。列车如同钟表

一样准确地行驶，毫无闪失!这就证明，我们的人民，

不但建成了铁路，而且成功地进行运输管理。

在整个修建过程中，詹天佑的外国同行伙伴们，

始终注意他的所作所为，有的深感对他的能力估计不

足，有的则是钦佩和羡慕他的成功!

(笔者注：本篇历史资料，首尾不全，现只摘译。原件未

注明来源，也无年月日。引用的国外嘲笑语，为别处所未见。

全文似是国内人所写之英文文件。原存放于詹公天佑生前

的剪报文件夹内。)

显示京张铁路开凿山洞穿过南口关沟
八迭岭天险山区之美术插图。为i983年

铁道部在京举办京张铁路与詹天佑史料展
览之内容，画家刁成易原作之一。



詹公天佑生平蘸

编写说明

本书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之《詹

天佑生平志》(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合著)的增

订本。

增订中，对于近些年来出现的关于先祖父詹公天

佑业绩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补充说明；对于原书出版

中的失误予以更正；有关章节予以改写，增加了内容；

对于多年来出现的误传，以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进一步

的匡正。

增订时，继续重视历史名人所处历史时代的重要

资料的编述。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引用历史资料

过多，淹没了历史名人的事迹。笔者以为，编述方式

可以改进，但不能同意对于引用历史时代资料的论

断。如果不介绍历史时代，不从历史时代的资料所表

达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出发，就不能深入了解历史名

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奋斗精神和艰苦卓绝

的努力。如果对于历史名人事迹，只做表面的抽象的

歌颂和口号式的赞扬，只能促使对于历史名入的误

解，反使一些讹传更为传播，严重损伤历史名人的形

象和业绩介绍。例如说，詹天佑是铁路之父!中国早

·≮‘



编著说明

期的铁路，都是来自他的发明和努力，值得崇敬!又

说詹天佑之所以是历史名人，就是因为他发明了火车

自动车钩，发明了之字形路线，从而建成京张铁路，为

祖国争光，所以为他在八达岭上建立了纪念铜像!这

样神话般的恭敬，把詹公天佑描绘成脱离所处错综复

杂的清末民初历史环境的神化人物，掩盖了詹公天佑

令人深为感动的与恶劣历史环境中恶劣势力周旋的

事迹，只能使历史名人演化为高不可攀的神人，使历

史无法古为今用!

编写志书本不应多加评论，但为了深入介绍历史

名人业绩，增订中增编了对于詹公天佑业绩历史作用

的叙述，引用了珠海出版社于2007年、2008年先后出

版詹同济编著的《詹天佑——引进西学、振兴中华之工

学家》和《詹天佑评传》二书相关的内容并有所增补。

编写增订中，除根据和引用詹公天佑著述文献

外，并参考《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多卷集；中华民国

时期，交通部部长孙科主持关赓麟主编《交通史》总

务编、路政编有关各卷；以及容闳先生编著《西学东渐

记》；梁启超先生著《饮水室文集》；商务印书馆大学

丛书陈恭禄编《中国近代史》，世界书局出版詹文浒

译《西洋哲学史》；以及现代社会科学院出版近代史

著作等。笔者前辈工学家王金职(香港大学毕业、詹

公天佑长婿)所写英文《怀念詹天佑》一文(刊登于美

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1919年9月第XLV卷第7

期)，和工学家詹文琮(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詹公天佑
·6．



詹公天佑生平蕊

第二子)所写《川汉铁路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与邱鼎

汾共同署名，1935年湘鄂铁路局工务处印行)(笔者

注：湘鄂铁路即湘鄂两省粤汉铁路)。现均参考引用于本

书编写增订中。

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先后与家乡广东省南

海县政协、南海博物馆、南海县(市)史志编纂办公

室，以及南海县(市)图书馆联系，得到有力支持；广

州市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史志编纂办公室、广州市荔

湾区政府和荔湾区编志办公室同样给予有力支持。

除致以谢意外，应顺此记述。

本书编写中，原南海县政协、南海博物馆、南海地

方志及编纂办公室原副主任邓海成先生给予大力支

持，特此致谢!

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重视研究宣传詹公

天佑生平事迹，大力支持和赞助本书的编印，专此

致谢!

本书编者詹同济

201 1年元月于北京

笔者特别说明i

本书以非正式出版物付印，用以配合国家图书馆重视征

集非正式出版物的决定。国家图书馆此项工作之原文转编

于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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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说明

国家图书馆

国图函[2008]28号

国家图书馆关于“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征集函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全国书目中心和文献信息

提供中心，负责全面采集各种载体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国

家文献信息资源保存与提供基地。目前馆藏文献总量已逾

2631万册(件)，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五位，并以每年60—70

万册(件)的速度增长。

在国家图书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支持和帮助，社会各界的慷慨捐赠是国家图书馆丰富馆

藏文献的重要渠道之一。近年来，“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

料)”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和认可，但由于其形式多

样、发行范围小、传播不广且易流失等特点，给此类文献的收

集、保存和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使此类文献中一些学术

性与资料性较强的文献得到妥善保存与利用，国家图书馆面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重点征

集范围如下：

·占·



詹公天佑生平慈

1．学术会议文献(包括会议论文集和其他与会议相关的

文献资料)

2．研究报告(包括各类科研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田野调

查资料等)

3．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非正式出版的相关文献

4．民间诗文集(未正式出版)

5．其他具有保存和研究价值的各类非正式出版文献

捐赠文献凡符合本馆入藏标准而本馆尚未收藏的，将被

作为正式馆藏，永久保存，并将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作

为捐赠文献被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凭证。

希望贵单位能积极协助并大力支持本馆的征集工作。

专此致函。

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

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组(收)，邮编：100081

咨询部f-j：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组，电话：010—88545059

E—mail：zwzl@nlc．gov．en；zhaozg@nlc．gov．ell

网址：http：／／www．nlc．gov．cn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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