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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完整地记载了从1876年中国出现的第一条营业铁

路——吴淞铁路之时起，至1995年中国铁路正处于历史性大发展

时期止，120年间中国铁路各方面的大事、要事和新事，突出了以线

路建设和运输生产为主线．

全书分上、下两篇，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

体为主的编写方法，比较清晰、准确地反映了铁路发展变化的基本

脉络和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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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有铁路至今已整整120年。

中国铁路经历了两个社会性质截然不同的时期，即

旧中国和新中国。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不同，新旧中国铁

路的性质、地位也不同。

在旧中国，铁路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剥创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由于积贫积弱、列强入

侵、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旧中国的铁路不可能有大的发

展。从清朝末期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时期，铁路始

终未能摆脱分布的畸形、落后的状态，存在着数量少，分

布偏；标准杂，质量差；分线管理，效率低下的痼疾。。

新中国铁路是人民的铁路。它既是在继承和改造旧

中国铁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不断解决客货运

量急剧增长与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中，逐步发展起

来的。40多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各地区

各部门的支持下，铁路事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铁路运

输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建设的加强和人民生活的提

高，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0多年来，铁路部门不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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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运输组织指挥和运营管理工作，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

了国家下达的客货运输计划，而且铺设了全国铁路的路

网骨架，建成了完整的铁路工业体系，培养了大批专业技

术人才，改善了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铁路事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无论运输、工业和

基本建设，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中国铁路大事记》作为一部纪事性的历史著述，本

着尊重事实、记述历史的原则，全面完整地记载了从1876

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建成通

车之时起，至1995年中国铁路正处于历史性大发展时期

止，120年间中国铁路各个方面发生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这部大事记，比较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铁路发展变化

的历史轨迹和基本脉络，为今后中国铁路的发展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铁路是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国家的重要经济命

脉。中国铁路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常说，追本溯源，以史为鉴。铁路部门在贯彻中关中

央批准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不仅要教育职工

认识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历史，还要认识自己所服务的

部门——铁路的历史。只有知路，才能更好地爱路；只有

爱路，才能更好地爱国。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对路史

的编写和宣传，是铁路部门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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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大事记》是按照铁道部的指示精神，由中

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组织有关人员，参考大量档案、文

献和书刊以及近年出版的铁路志书和年鉴，几易其稿而

精心编写的。这部大事记的出版、发行，既是全体编写人

员辛勤耕耘的结果，又是与各部门、各单位的关怀、支持

和协作分不开的。它的问世，将会帮助广大铁路职工和关

心铁路的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铁路的过去，把握中国

铁路的现在，展望中国铁路的将来。因此，我希望铁路部

门广大职工，特别是各级干部，能够读一读这一中国铁路

历史的大事之记。

韩杼滨

1996年2月



中国铁路(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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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篇

1876年．(光绪二年)

7月3日 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长8公里)正式通车营

业。吴淞铁路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营业性铁路。这条铁路

是外国侵略者未经中国允许而擅自修建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

英、俄、法、美等国就企图攫夺中国铁路权益，为扩大对中国的

侵略而多次要求在中国修建铁路，但都被清政府拒绝。这条铁路

先由美国策划，后由英国修建。1872年12月，由美国驻上海副领

事奥力味·布拉特福发起并有英国工商团体参与，以建筑一条

“寻常马路”为名，成立吴淞道路公司。1874年7月28日，英国

商人在伦敦登记成立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接收了前一公司，并以

怡和洋行作为其在华代理人。同年12月，开始修筑路基。该路轨

距为2英尺6英寸(折合0．762米)，轨重为26磅／码(折合13公

斤／米)。本年1月20日开始铺轨，2月14日以“引导号”(一译

先锋号)蒸汽机车牵引料车运行。这是中国铁路第一次有蒸汽机

车行驶。

10月24日 清政府在沿线人民反对筑路呼声日烈和察觉英

人未经准许而擅自修建铁路的情况下，经与英方多次交涉，中英

双方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议定由中国以规平银28．5万两

买回吴淞铁路，英方应在定约之日起，停止未完工程的施工。但

英方不守信用，仍继续施工。

12月1日 上海至吴淞镇全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全线竣

工通车。

1吆。一

o

l--I■■



中国铁路大，记 1877 1879 1880

1877年(光绪三年)

1月29日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修建台湾铁路。由于北洋大

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并力支持，因而获得清政府的批准。这

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批准修建铁路。但后因经费无着，丁日昌又于

次年5月间因病去职，修建计划遂被搁置。

10月21日 吴淞铁路在中国付清收买价银后关闭。该路后

由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拆除，并应福建巡抚丁日昌的要求，将钢

轨、机车、车辆等器材运往台湾打狗港(今高雄)，以备修建铁路

之用。但1887年台湾铁路开工时，该项铁路器材因日久锈烂，已

不堪再用。

1879年(光绪五年)

本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建的开平矿务局向直隶总督

李鸿章请求自行出资修建从唐山煤矿区至北塘海口的运煤铁路。

李鸿章即专折上奏，得到清廷的批准。但在筹办中，因遭到守旧

势力的反对，清廷收回成命，此事未成。

1880年(光绪六年)

12月3日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折》，分析国防

形势，建议“急造铁路”。其路线以北京为起点：一经山东至清江

浦(今江苏淮阴县城北，为当时从南方去北京舍舟登陆之处，是

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一经河南至汉口；一通盛京(今沈阳)；一

通甘肃。其中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尤应先修。他还提出向外国借

债以解决资金问题的建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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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妥筹铁路事宜折》。他除

纵论兴建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事国防、拱卫京师、漕粮转运、

邮递货贸、开发矿藏、商旅往来之外，极力称赞刘铭传请修四大

铁路干线的奏议，认为将可以“振兴全局，⋯⋯俾俄、日两国潜

消窥伺之心”。他还建议依照外国建路成例，举借洋债，组织铁路

公司，并保荐刘铭传任公司督办。此外，他还建议开采煤铁矿，冶

炼钢铁，以供铁路之用，而免“厚费漏于外洋。”由于遭到守旧大

臣的反对，李鸿章这个奏折和刘铭传同月3日奏折所议均未被清

廷采纳。

1881年(光绪七年)

11月8日 唐胥铁路举行通车典礼。这是中国自办铁路的开

端。1879年开平矿务局请求修建唐山至北塘运煤铁路未成后，次

年，谋求以运河代替铁路。但地势不宜于开挖运河，于是又重新

申请修建铁路，并把线路缩短为唐山至胥各庄，胥各庄至芦台

(今宁河)则开挖运河，连接已有的蓟运河，通至北塘海口。同时

声明不用机车而以驴马牵引列车，以免震动东陵。这次请求获清

廷批准，即派英人金达为工程师，主持修建工程。自唐山至胥各

庄，线路长9．7公里。本年初开工，6月9 El开始铺轨。轨重为30

磅／码(折合15公斤／米)，轨距为4英尺8．5英寸(折合1．435

米)。到1882年清廷才准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

11月29日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谈

判鸦片税厘问题中，节外生枝地提出中国“如有借款创办铁路、整

备水师等，应托英人办理”的要求。李鸿章在其挟制下口头承诺：

。若将来中国准造铁路，有需借款，则英商最称殷实，谅无舍此而

与他国商借者”。其后英人即据此屡屡强索承贷铁路借款的优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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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大，记 1881 1885 1886

本年开平矿务局在修建唐胥铁路的同时，在胥各庄设立修

车厂。当年，利用开矿用的卷扬机的锅炉、蒸汽机及槽钢、铸铁

车轮等，装配成一台能牵引100余吨的机车，命名为。中国火箭

号”。这是中国铁路生产的第一台蒸汽机车。1884年该厂迁至唐

山，改称唐山修车厂。1899年在唐山另择厂址重建。1901年改名

为唐山制造厂。此为新中国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的前身，也是中国

历史最久的机车车辆工厂。

6月9日

签订《越南条约》。该条约中有“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

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的条款，其后法国即据此屡向清政府

强索在华筑路权。

10月 清政府为统一指挥海军，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

下简称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最为总理，庆郡王奕勖、北洋大臣

李鸿章为会办。次年李鸿章以“铁路开通可为军事上之补救”为

由，奏准将铁路事务划归该衙门管理。从此，在中央政府中有了

管理铁路事业的机构。

1886年(光绪+二年)

8月 李鸿章奏准成立官督商办的开平铁路公司，收买官督

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修建的唐胥铁路，并从胥各庄一端将铁路展筑

至芦台。。线路终点设在芦台的阎庄贮煤场。该场与蓟运河相邻接。

此段线路11月动工，次年5月竣工。唐胥、胥芦两段铁路共长44．8

公里，称为唐芦铁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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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计需工本银100万两，商借商还，官不过问。5月，海军衙门

请旨准其开办。6月，台湾铁路台北至基隆段开工修建。

4月26日 开平铁路公司公布招股章程，拟在上年已筹集股

银25万两的基础上添招1万股，每股银100两，计100万两，指

定英商汇丰银行为收款银行。计划将唐芦铁路由芦台起续建，中

经北塘、大沽而至天津，并鉴于线路延展，将公司更名为中国铁

路公司。由于无人附股，招股计划落空，接着转而改为议借洋款。

秋季李鸿章因修建津沽铁路(芦台经汉沽至天津的铁路)的

资金不足，向英商怡和洋行和德商华泰银行借款，分别为库平银

63．7万余两和43．9万余两，均为年利5％。此为中国举借外债修

建铁路的开始。这两笔外债属于周转性商业贷款，不附带其他条

件，于1889年还清。

1888年(光绪十四年)

秋季为适应唐津铁路通车后铁路人才的急需，在天津北洋

武备学堂开办一个铁路班，有学生约20人，聘德人教授铁路工程

和行车运输课程。1892年冬有学生12名毕业，均分配在关东铁路

参加新线修建工程。以后未再招生。

10月9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津沽铁路竣工后，率同官商白

天津乘坐火车至唐山，对分三段建成的长130公里的唐津铁路

S



中国铁路大摹记

(唐胥、胥芦、芦津三段的合称)全线查验巡视。他在向清廷汇报

此行情况的奏折中称：“铁路一律平稳坚实，”自天津至唐山，“只

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铁路洵为今日自强之急

务”。并乘机向清廷提出。接造由天津至通州铁路”的建议。

11月30日，李鸿章与奕谖以海军衙门的名义奏请修建津通

铁路。奏折中称：此路可承办漕粮、俄茶运输，商旅较多，路收

充裕，股息可以从优，附股者众；且每年可从股息中抽取10％，以

济海军饷源。清廷予以批准。

12月4日 中国铁路公司为修建津通铁路在上海《申报》刊

登招股广告，计每股银105两。由于不久清廷下令津通铁路缓修

候议，此次招股未成为事实。

1889年(光绪十五年)

1月21日、22日 清廷连日颁发上谕，将御史余联沅等诸大

臣反对修建津通铁路的奏折9件发交海军衙门，命其会同军机大

臣妥议具奏。

2月14日 清廷颁发上谕，着各省将军督抚庆裕等13人就

修建津通铁路事各抒己见，迅速复奏。

4月1日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缓修津通铁路，改筑。自京城

外卢沟桥起，经河南达湖北汉口镇”之铁路，即卢汉铁路。拟分

四段施工，八年建成，每年需筹经费银200万两。

5月5日 清廷颁发上谕，采纳张之洞关于修建卢汉铁路的

奏议，斥责反对修建铁路的诸大臣为。偏执成见，不达时务”。同

时，明白宣告：“毅然兴办”铁路，并以之定为。自强要策，通筹

全局，次第推行”。至此，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意见的斗

争，始告结束。 一

8月27日 清廷派新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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