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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编辑室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出版了这本《大事记》。《大事记》记述了从

1909年建校以来至1995年，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如

实地反映了北方交大八十六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面貌。内容比较系统、完整、翔

实，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反映学校历史的资料书。《大事记》是校志、校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也为修志编史提供史料。

北方交大从建校起经过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的坎坷历程。全

国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校发展很快，现在已建成一所具有铁路特色，

工、管、经、理、文多学科的社会主义大学。研究学校发展不能割断历史，对北方交

大八十六年的历史给以认真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可以为今后的发

展提供可贵的借鉴。因此，目前我校正在进行的修芯编史工作，也是学校一项重要

的基本建设。一部校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北方交大、研究北方交大、从中汲

取办学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今后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以作为向师

生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校情、校风教育的生动教材。

北方交大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大学之一，有悠久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有光辉

的前程。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得到迅速的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学校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学科建设、教学、科研

及其他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去年7月初，北方交大已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学校发展

又跨进了一个新时期。我们要在国家教委、铁道部和北京市的领导下，实施“211工

程”规划，把我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大学。相信全校师生员工和

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一定会创造出更为光辉的业绩，写出更为壮丽的篇章。

在《大事记》出版之际，我们应当感谢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承担编写重任的同志

们及为《大事记》提供帮助的所有同志和广大校友。

王金华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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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日}清年至末校统建宣



9月10日(农历七月廿六日)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从

1876年英国在我国建成第一条铁路起，法、美、德、俄等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吞噬

中国铁路的建筑和经营权。1881年第一条中国自办的唐胥铁路建成。为适应人才

的亟需，于1888年在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内开办了一个铁路班。随着铁路的增加，

先后又开办了北洋铁路官学堂、卢汉铁路学堂、东三省铁路学堂等。1904年后京

汉、粤汉铁路的主权相继收回，向英、德贷款中国自办的津浦铁路和中国工程师詹

天佑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陆续建成通车。为加速培养铁路管理人才，清政府于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决定在邮传部后李阁老胡同(今力学胡同)购地建房，筹办

学校。1909年9月10日校舍落成，定名为铁路管理传习所。

铁路管理传习所开办时，制订了“全堂通行规则"等各项规则。

传习所设监督一员，由邮传部照会参议李稷勋充任，综理所内一切事务。监督

下设：教务长，掌管教员学科事务；斋务长掌管学生管理事务；庶务长，掌管往来文

牍及处理庶务、会计事务。

传习所学制系由邮传部参照各国当时实行办法与本国各路切合需用者而设。

定为铁路英文高等班及法文高等班，修业期限三年。又设铁路管理英文简易班及

德文简易班，一年毕业。高等班初次招生由部在京招考，并令天津、上海、汉口、广

州、郑州各路局同时招生。共计录取英文生132名，法文生68名，合计共200名。分

为英文高等甲、乙两班，法文高等一班，简易班由停办的津浦铁路实习所经部甄别

录取德文学生70名，同时又在京津两处招考英文生120名，分为德文一班，英文

甲、乙、丙三班。高等班及简易班之间所学学科大致相同，惟英文班以英文为主学

科兼学法文。法文班以法文为主学科兼学英文。简易班则学德文者不兼学英文，学
英文者不兼学德文。

传习所在未开办以前所有收买民房建筑校舍一切经费均由部派员经理，专案

奏销，其在开办以后所有经费预算，按月由所预计向部请领。本所成立后领到开办

费银八千两，实用银约七千二百两，缴还盈余七百三十九两余。常月额支在未开课

以前约银一千余两，开课以后约银三干余两。至简易班开学后，月增额支一千两，

共额支三千八百两。此项经费均由邮传部于铁路公费项下支销，其不足部分，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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