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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干石家压新客站的“正太铁路路章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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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铁路的修建与变迁

赵海旺

十九世纪末，世界上一些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

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逐渐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更引起

了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和在中国投资竞争与军事侵略割地的狂

潮。

铁路投资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过剩"资本的一

种重要方式，通过铁路投资，不但可以获得长期的高额利润，而

且可以攫取铁路的修建权与经营权，进一步控制铁路沿线的矿产

资源。因此，铁路投资成为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国经济、政治侵略

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相互激烈争夺的主要目标

之一。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妄想“力行实政”以图“自强’’，藉以

挽回颓势。于是洋务派、维新派纷纷提出广修铁路的建议。正太

铁路修建的背景，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八载周折两次签约
、

清廷被迫修窄路

正太铁路，联接河北、山西两省，沿线矿产资源丰富，有煤、

铁、铝矾土、耐火粘土、石灰石等，其中煤炭资源尤为丰富。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修建芦(沟桥)到汉(口)

的铁路，同时也提出了将芦汉铁路作为贯通南北的主要干线，直

隶(河北)、山西、河南、湖北等邻近芦汉铁路的省份，可以修

建铁路支线，与芦汉路联接。当时的山西巡抚是胡聘之，他于同

年6月写出奏本，报呈清政府，请求批准修建太原到正定铁路，

并和芦汉铁路联接。修路的款项由山西省商务局向外国借款。7r

月8日，清朝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个奏本，同意修建正定到太原的

铁路。消息传开后，俄国为了抢夺正太铁路的借款权，通过他和

法国共同在华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推荐法国工程师越黎勘察线

路。勘察后越黎认为，这条铁路经过的地方虽然山峦重叠，地势险

峻，但物产丰富，货源充足，有修建的必要。1897年，山西巡抚

胡聘之根据越黎勘察的情况，又上本启奏，并提出由山西商务局

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修路。7月8日得旨照准。经过谈判，1898

年5月21日山西省商务局曹中裕同华俄道胜银行代理人璞科弟在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订了《柳太铁路借款合同))十六条，合

同规定：线路由直隶省正定府南之柳林堡起至山西省太原府止，

全长五百华里，三年工期，借款2500万法郎，合华银680万两(1

法郎折合银0．272两)，年息6厘，25年本利还清。该合同无视中

国主权，规定“铁轨之宽窄，何处应设车站，以及车站何处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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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应小，火车客货车辆之多寡等各事，均由银行代为酌核；在

借款朱还清前，他人概不准在柳林堡至太原此路沿途左右一亡『里

内，兴造铁轨路及各项机械运行之路。”柳太借款合同签订后，

华俄道胜银行于同年冬邀集法国弗务林公司、拔雀吾建筑公司及

克来苏钢铁厂等企业派实业叫来华踏勘后。认为该路沿线地形构

造复杂、修路工程艰巨，费用昂贵，并日．适宜修成轨距为一米的

窄轨铁路。

在筹划修筑柳太铁路中，山西一些保j}人物提出了多种理由

反刘修筑这条铁路。而且举张修这条铁路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渊离

山西，新换了何枢来山西任巡抚，他}：任后，坚决反刘修这条铁

路。1899年12月20日，何枢向清孥帝上奏称： “臣几经熟思审

处，旁参舆论，体察情形，觉其利之有无。渺不可知，而流弊则

减难免矣⋯⋯现在晋民谈及路、矿两端。糜不痛心疾首”。19fIf)

年，山西又换了一任巡抚，名字叫毓贤。他也是反刘修路的。毓

贤向皂帝进言： “查前抚臣胡聘之，拟开铁路、矿务两事，大为

地方之害，碍难办理”。监列举j，开办铁路的五大罪状。大意

是：

山西省表里山河。夙称天险，若兴办铁路。那不就等于门户

洞开，险要化为通途，一旦发生战事等，侵略耆就可以长驰直入。

此铁路不口j-开者一也。

“据阖省举贡生监范宗漳一百九十一：人，阳泉县阖属绅民李

祥等二十八人，又据省城米面钱当各商及各行商人王兴茂等四百

三十人，均共同递禀．求止铁路，以及民生。泣诉攀辗，其情町

悯。皆埘铁路一开，生机立蹙，万民待命．人心惶惶。此铁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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