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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编写说明

为适应当前经济改革的需要，根据吉林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的

统一安排，我们编写了《吉林省铁路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

记》)，供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借鉴和参阅。

本《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两种形式，记载自1891年

至1985年共95年发生在吉林塔境内铁路上的大事。包括5个时期，

即：

一一、1891年至1911年10月清朝时期，

二、1911年10月至1931年9月中华民国时期；

三、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日伪统治时期；

四、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

五、1949年10月至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期。

本《大事记》共有420条，约4万多字，分9大类： (1)铁道建

设、生产、业务活动44．9％； (2)机构人事变动14．8％； (3)

重要会议5．1％；(4)领导干部动态4．1％；(5)领导机关重要决定，

通知等3．1％； (6)外事活动4．1％； (7)解放前反满抗日

活动3．3％； (8)水害、重大、大事故4．4％； (9)其他

16．2％。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19世

纪中叶至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列强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

招牌下，发动了无数次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时，又进行着激烈
． 1 ，



的争夺。它们争夺的首要目标就是取得对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

以便为它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吉林省地处东三省中部，是东北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因此，各列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对吉林省铁路

的争夺尤为激烈。在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后，沙俄势力被逐出南

满，开始形成了南日北俄的局面。而在吉林省，则日、俄两强势力

同时并存。辛亥革命后；北洋军政府更加依赖于帝国主义。“9．18"

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北，开始了对东三省铁路的

全面控制。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

革命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吉林省铁路和全国铁路

一样，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本《大事记》真实地记录了近1个世纪内吉林省铁路解放前各

列强争夺、解放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对解放前的历史资

料，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尽量做到选用资料少而精，表答意

义简而明，重点放在人民铁路的发展上。

本《大事记》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图们、通化、长春、吉林等铁

路分局史志办公室，白城地区办事处、吉林工程处，沈阳工业公司

吉林联络组史志办公室以及沈阳铁路局史志办公室李文国同志、吉

林老干部部詹景奎同志提供的许多宝贵资料，沈阳铁路局吉林档案

室给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大事记》有遗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知情者在阅后

提出意见，以便充实、修改，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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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8 9 1年

4月’清政府鉴于沙俄政府积极建筑自海参威及车里雅宾斯克

两端同时动工的西伯利亚铁路，决定缓办芦(沟桥)汉(口)铁

路，先筑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李鸿章委派金达踏勘关东铁

路，自山海关至沈阳、吉林、宁古塔，达图们江的珲春。

，
， 1 8 9 6年

5月22日 李鸿章在俄京奏准签订密约，准许沙俄建筑自西伯

利亚的赤塔横穿我国黑龙江．．吉林两省至南乌苏里河以达海参威的

铁路。

9月8日 中俄《北京协约》订立。由中国驻俄大臣许景澄和

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建造经营东省铁路合同12条，东省铁路公司章程

30款。中国出银500万两与华俄道胜银行合股。公司管理铁路期限

自全路通车之日起以踟年为限，80年期满后全路无偿归中国政府，

但自通车之日起满36年后，中国有赎回此铁路之权。



l 8 9 7年

8月27日 东省铁路在吉林省东部国境三岔口举行开工典礼。

1 8 9 8年

3月27日 沙皇俄国以德国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为借口，强迫

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又名《巴布福条约》)，取得修筑

东清大铁道南部支路(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旅顺)的特权。

5月28日 东清大铁道南部支路哈尔滨至长春段动工修建。

7月6日 东清大铁道南部支路长春至旅顺段，南端从旅顺口，

北端从长春北宽城子分别动工修建。

从1899年11fl至1900年6月，东清铁路先后自烟台，天津、上

海等地招募土、石、木工等工人，前后共计17万人。

1900年2月，东清铁道南部支路哈尔滨到长春段，铺轨到窑门

(今德惠)。这是吉林省正式有铁路之始，并由此向南到宽城子。

长春至旅顺段，铺轨从南向北亦进入吉林省境内。1901年7月18

日，长春至旅顺段在公主岭接轨。至此，东清铁路南部支路完工通

车。1902年1月15日，东清铁道南部支路关键工程——第二松花江

大桥全部完工并开通使用(该桥于1901年4月22日开工)。哈尔滨

至宽城子238．6公里宽轨(1，524米)铁路铺轨完工。1903年7月14



日(俄历7月1日)，东清大铁道干线与支线(哈尔滨～长春～旅

顺)全线正式开通营业。该线全长704．3公里(吉林省境内244．5公

里)。

1 9 0 2年

6月25日 吉林将军长顺奏准筹款自修吉(林)长(春)铁

路，约计需银2百数十万两。户部先拨银80万两，其余就地筹集。

7月11日 中俄签订关于吉(林)长(春)铁路由东省铁路修

造的协定。1905年5月，清政府乘“日俄战争矽之机，令吉林政府

收回吉长路权，设立“吉长铁路公司"，筹备施工。同年12B 22

日， “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强迫清政府在赎买新奉路时，将吉长

路贷款权卖与日本。

lOB 6日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奉沙皇旨意到东北视察东清铁

道，行抵哈尔滨，吉林将军长顺赴哈迎接。

l 9 0 5年

9月5日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签订《朴资茅恩条约》，沙

俄承认将东清大铁道南部支路南段(宽城子以南，今长大铁路)及

其所属支线，无条件让与日本。



1 9 0 6年

5月11日 日本将东清大铁道南部支路南段(今长大铁路)改

称南满铁路。 ．

l 9 0 7年

4月1日 根据日本天g1906年6月7日第142号敕令，日本

内阁于1906年llfl 26日宣布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

称“满铁")，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后迁至大连。1907年4月1日，

日本“野战提理部∥(编者注：关东军管理铁路的机构名称)将长

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全部移交“满铁，．，。 “满铁"于同年5月开办

全线营业。

4月15日 清廷外务部与日本大使签订《吉长铁路合同》，借

款总额达250万日金。同月，清廷-9日本在北京缔结《新奉、吉长

铁路协约》。

5月6日 南满铁道大连至长春的复线工程开工。1934年9

月26日正式通车营业。该线全长704．3公里(吉林省境内244．5公

里)。

其中：

奉天(沈阳)～铁岭71．4公里，1919年开工，1921年11月15日

o．重。



通车。

铁岭～长春233．4公里，1934年9月26日通车。

6月13日 日俄在俄都谈判宽城子站的归属问题，沙俄以56万

卢布的代价，换取宽城子站(二道沟站)为东清铁道所有。

7月1日至1908年4月30日 “满铁”将窄轨铁路扩建为1，435

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同月 吉林爱国士绅、工商秀、学生为抵制日本侵略，夺回吉

长铁路自筑权，成立“吉林公民保路会”，公推“吉林自治会"会

长松毓为“保路会"会长。要求清廷废除有关吉长铁路条约。该会

公布了《吉林公民保路会简明草章》与《吉林地方自治会代公民保
。

路会禀请吉长铁路筹款自筑请愿书》。

8月30日 中俄签订《吉林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其中规定吉

林省东段铁路占地55，000垧。

11月3日 搿满铁矽设西宽城子站(今长春站)开始运营，做

为南满本线的终点站。同年12月1日，西宽城子站开始正式营业。

1 0 0 8年

11月12日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允许

日本动工修建，借款总额为吉长所需款项的半数，即215万日元，

年患五厘。并规定吉长铁路由甚方派总工程师监修。"-3时吉林绅商

要求自办，未准。

12月 日本在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设立满铁株式会社。同
．5。



月，又设立“满铁"吉林医院，又名东洋医院(即今重庆路原铁路

医院旧址)。

l 9 0 9年

3月1日 南满铁路西宽城子站(今长春站)与东清铁道二道

沟站(宽城子站)接通。

8月6日 因清政府与日本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东

三省开始抵制日货。 ，

8月18日 中日订立《吉长铁路借款细目合同》，向日借款

215万日元，借期为25年。

9月4日 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中国将吉长铁路展

造至韩国会宁，与韩国铁路接通。

9月6日 日本正式取得吉会路修筑权。吉林省商民申请清廷

外务部，要求“乘／尚未签押之际，取消此议"。

10月20日 在长春设立吉长铁路总局。1913年12#1 1日，吉长

铁路总局改组为吉长铁路管理局。1918年1月1日，日本强行接管

了吉长铁路。

12月2目 吉(林)长(春)铁路开工典礼在长春举行。1910

年5月9日，吉长路正式开工。1912年10月竣工。1912年IOY]20日

通车营业。该线全长127．7公里。

吉长路建成，但长488米的土们岭隧道未建，铺便线通车。该

隧道于1918年10月1目开工，1920年9月19日完工，拨归正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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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吉长铁路正线30公斤A钢轨换为40公斤B钢轨。

l 9 1 1年

lO)9 lO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东清铁路"改名为

“中东铁路"。

1 9 1 3年

7月1～3日 吉长铁路发生大洪水，3天降雨量为209．4毫

米，头道沟～东长春间路基冲毁40余处，东长春～安龙泉一段线路

被洪水淹没3．2公里，饮马河大桥附近一片汪洋，41号桥钢梁被冲

掉3孔，桥墩流失，桥台倾斜，桦皮厂附近第120号桥两侧线路冲

毁1．5公里。全线11座桥梁损坏，中断行车16天。

1914年2月28目，3月5日，3月7日，吉长路连续遭受严重

雪害，最多中断行车5天。

1914年7月，吉长路因大水中断行车两天。

10月5日 日本以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交换条件，与

袁世凯订立了《满蒙五路借款修路预约办法大纲》(密约)。使日

本取得了四平～郑家屯、长春～洮南、洮南～承德、开原～海龙，

海龙～吉林五路的借款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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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5年

12月1日 日本依据与袁世凯签订的21条，要求签订新约，改

组吉长铁路，委托日人管理。1916年12月1日，中日改订吉长铁路

草约。1917年10月12日，北洋政府交通、财政两部与“满铁"订立

《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款额650万日元。工务、运输、会计三主任

均用日本人，并将该线委托“满铁”代管。 (吉长路借款合同已订

三次，第一次1907年4月15日，第二次1908年11月12日，2第三次

1909年8月18日，此次是第四次)。

12月17日 中日签订四(平)郑(家屯)铁路借款合同，款额

500万日元。
。

7年

4月15日 四(平街)洮(南)铁路开工，同年12月1日，四

洮铁路四平至郑家屯段完工。1918年1月11日开通营业。四洮铁路

是北洋政府用日本借款，由“满铁’’包工修建的。本段长87．9公里，

1931年为避水息改线增加4．9公里，总长为92．8公里。’1922年9月，

四洮铁路郑(家屯)洮(南)段开工，1923年10月，四洮铁路全线

竣工。1924年7月全线通车营业。该线全长原为312．1公里，1931
· R‘



年改线时增加4．9公里，1933年8月迁站后又增加3．9公里，总长为

320．9公里。

l 9 l 8年

1月7日 吉林省议会，农务会，工务会，教务会和绅董公所

代表召开联合大会，通过吉长路局局员给省议会的报告和意见书，

反对“满铁”窃夺吉长铁路，要求取消接受协议。

2月 东清铁道改名为中国东省铁路(中东路)后，北洋政府

任命吉林省长郭宗熙为东省铁路督办。1919年8月，又改任吉林督

军鲍贵卿为东省铁路督办和护路军总司令。

．6月18日 段祺瑞和日本兴业银行签订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

(密约)，领到垫款一千万日元。 。

9月28日 段祺瑞和日本兴业等银行签订满蒙四路借款预备合

同(密约)，领到垫款两千万日元。四路是：吉(林)开(原)、

洮(安)长(春)、洮(南)热(河)及自洮热线的一点至海口。

(与1913年签订的五路不同之处，是将开海和吉海路合并。)

1 9 l 9年

9月8日 中日签订四洮铁路借款合同。原向日本正金银行借

款4，500万日元，建筑自郑家屯至洮南及郑家屯至通辽两线。后改
·9。



向“满铁"借款承筑(郑洮线长228．1公里，1924年通车，郑通线长

114．5公里，1922年通车)。

1 9 2 0年

4月21日 吉林督军接收东省铁路。6月1日，宋小濂为东省

铁路公司督办，张景惠为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原任鲍贵卿辞公

司职。1929年12月任奠德惠为督办a

1 9 2 1年

4月1日 郑通支线，郑家屯～通辽(白音太来)开工。同年

10月末竣工，1922年1月通车营业。该线全长114．5公里。

l 9 2 2年

7月27日 吉林市各界两千余人集会，抗议日本修筑天图铁

路(天宝山至图t1'j)，
’

8月 天图轻便铁路开工。
‘

11月8日， “中日合办"的天图轻便铁路合同签订。该路
·10·



由天宝山经老头沟、延吉，龙井村至图们江左岸的开山屯为干线，

又由朝阳川至延吉为支线，共长111公里。该路是日本吉会路计划

的一部分。1924年10月，该路竣工，同年11月1日，该路通车营

业。全长101公里。

延吉支线，朝阳川至延吉(局子街)1922年8月开工，1924年

10月竣工，同年11月1日通车，该支线长10公里。

注：本路轨距为2英尺6英寸(O．762米)。1933年，伪满将

本线收买，并把干线老头沟至朝阳川段和支线的朝阳川至延吉段，

改建为敦图线。干线的朝阳川至开山屯段改线，并缩短距离约21公

里。改用标准轨距(1．435米)。

10月1日 北洋政府交通部向“满铁"借日金50万元，以吉长

铁路余利为担保。

12月20日 国有吉长、四洮两路经由南满铁道的旅客、行李、

包裹联运合同签订，自1923年1月1日起实行。同年同月21日，该

两路经由南满铁道的货物联运合同签订。

1 9 2 3年

4月14日 国有四洮铁路-9南满铁路旅客联运契约签订。6月

2日，又签订了货物联运契约。8月30日，又签订了旅客联运扩展

至朝鲜铁道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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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4年

5月31日 中俄恢复邦交，订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

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

东铁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中俄各5人，理事长为

中国人，副理事长为俄人。设监事会，置监察5人(ee 2俄3)，

监事会长为中国人。设铁路局局长1人为俄人，副局长2人，中俄

各1。所有各级人员两国对等分配。

6月18日 奉海铁路决定修建。奉天省政府拟修沈(阳)至

海(龙)铁路，要求南满铁道放弃满蒙四路合同内之开(原)海

(龙)一段铁路，如能同意，即签订承造洮昂铁路合同为交换条件。

1924年6月18日， “满铁"复函同意。故省政府即着手设立官商合

办的奉(天)海(龙)铁路公司，集商股，聘本国工程师，动工兴

建。这是东三省自建自营铁路的开端。
‘

l 9 2 5年

2月11日 张作霖任命吉林督军张作相兼代中东铁路护路军总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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