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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近代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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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山近代修筑了铁路，兴办了公路运输，发展了水路交通，开创了邮政电信事业，这些反

映了唐山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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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兴起洋务运动以后，唐山开 始 了 近

代化的历程，唐 山成为 中 国 北 方 近代工 业 的 摇

篮。除了兴办开滦矿务局、京 奉 铁 路 唐 山 制 造

厂、启新洋 灰 公 司 等 一 批 近 代 工 业 企 业，在 铁

路、公路、水路交通和电信方面也有了新的进步

和发展。交通的 发展和 邮 政 电 讯 业 的 兴 起，是

城市化的先导和重要条件。本文回望了这几个

方面的成就，从 一个侧 面 反 映 了 唐山近 代 化 的

发展历程。

一、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的修

筑与延伸
唐山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首推铁路。境内

干线有京山铁路。京山铁路是中国自建的标准

轨距铁路，以唐胥铁路为始基，不断向东西两个

方向延伸而成。
中国自建铁路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中

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是唐（山）胥（各

庄）铁路。从１８８０年开始修筑，至１８８１年建成

使用，其间经历了许多坎坷。

１８７７年９月，清 朝 直 隶 总 督 兼 北 洋 大 臣、

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奉旨筹办开平矿务 局，委 派

唐廷枢为该局总办，于１８７８年７月在开平镇正

式开局。唐廷枢在筹办矿务 局 的 过 程 中，计 议

开平的煤由距矿区最近的海口北塘（今宁河县

境）海运天津、上海等地，拟修筑矿区 至 北 塘 河

口近五十公里的铁路。李鸿章接到唐廷枢条陈

后，立奏朝廷。经再三苦苦陈谏，始获允准。由

开平矿务局出资兴建，聘用英国人金达 为 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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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筑工程的主任工程师。但修铁路之议受

到清朝官员中顽固派的极力反对，理由 是 修 铁

路“破坏风水”，并造成部分民众失业，引起社会

不安定。因此在 金达到 达 工 地 准 备 动 工 时，清

廷又收回成命。洋 务 派 官 员 虽 然 又 作 努 力，无

奈抵制风潮太盛，于是唐廷枢不得不改变计划，
谋求水运。计划开挖矿区至 芦 台 的 运 河，由 芦

台连接已有的蓟运河水运 北 塘。经 过 勘 测，芦

台至胥各庄一段可以开河；胥各庄至唐 山 矿 区

一段地势升高，不便开河，仍需修筑铁路。１８８０
年１０月，唐廷枢上报 了 开 河 和 筑 路 的 呈 文，开

河之议很快得到批准。又 经 李 鸿 章 再 三 请 求，
清廷在极度不愿意的情况下，允准自唐 山 矿 区

至胥各庄之间修筑一条铁路，名为“快车马路”，
不使用机车，煤车用骡马拉曳。

在前次清廷收 回 修 筑 铁 路 的 成 命 之 后，事

实上唐廷枢并没有停止修路的准备工作。１８８０
年５月，其路基在“快车马路”的掩护下，仍然偷

偷地施工。开平 矿 务 局 于１８８１年３月 挑 挖 了

胥各庄至芦台河口阎庄的煤河，当年８月完工，
长约３５公 里。唐 山 矿 区 至 胥 各 庄 的“快 车 马

路”也在１８８０年１０月 后 按 照 新 的 指 令 公 开 地

继续修筑了，自１８８１年６月９日 开 始 铺 轨，采

用的是每米１５公斤（３０磅）的轻钢轨，１２月２８
日建成通车，与煤河衔接。唐 胥 铁 路 比 英 国 在

１８２５年建成的世界第一条铁路晚５６年。
为了使这条矿山铁路成为未来巨大铁路系

统中的一段，在 修筑唐 胥 铁 路 时 作出了 一 个 富

有远见的决定：采用标准轨距，长度为１．４３５米

（４英尺８英寸半）。此轨距后来成为我国铁路

轨距定制，沿用至今。所谓标准轨距，就是英国

采用的轨距（英国通用的马车两轮之间的距离

是４英尺８英寸半）。标准轨距的采用，在很长

时间内给英国的机车车辆制造业带来了巨大商

机。唐胥铁路自唐山矿区至 胥 各 庄 河 头，经 实

测，全长１０．２公里［１］，路基宽１５．２３米，共占地

１９４．３５亩。唐胥铁路是后来京沈铁路的始基。
中国自建的标准轨距铁路以唐胥铁路为最早。

筑路工程正在进行，唐 廷 枢 就 指 令 工 程 师

金达秘密建造机车，以便在“时机成熟之时”采

用机车拉曳煤车。但机车尚 未 造 好，准 备 情 况

却传出去了。无识官员连上 弹 章，说 什 么 用 机

车引驶“震动东陵（在唐山西北遵化县马兰峪有

清皇室东陵），先王神灵不安”“黑龙（烟）冲天，
有伤稼禾”。结果清廷下达了“立即停止制 造”
的严厉命令。唐廷枢呈请李 鸿 章 据 理 力 争，几

个星期后又允许继续建造这个庞然大物。１８８１
年６月９日，在英国蒸汽机的首创者乔治·斯

蒂芬森诞生１００周年纪念 日，此 机 车 建 成 并 投

入使用，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薄内的夫 人 给 这

台机 车 命 名 为“中 国 火 箭 号”（ＲＯＣＫ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而中国工人称其为“龙号”。此后

即用“龙号”机车拉运铺轨材料。
唐胥铁路建成后，运 行 在 铁 道 上 的 煤 车 用

骡马拉曳，是 中 国 近 代 化 进 程 中 的 一 件 怪 事。
后经反复请求 疏 通，直 至１８８２年６月，清 廷 一

批官员坐上机车，亲自体会到车速之快 和 运 行

之安全，才允许用机车代替骡马，因而“运 输 之

力，陡增十倍”。于是开平矿务局又从英国购进

两台双水柜 机 车（又 称“０号”机 车）用 来 运 煤。

１８８２年为适 应 唐 山 和 胥 各 庄 之 间 客 货 运 输 需

要，在建 国 路 天 桥 东 建 了 火 车 站。１８８４年 后，
唐胥铁路的轻轨逐步换成每米３０公斤（６０磅）
的重型钢轨。

唐胥铁路建成后，不 断 向 东 西 两 个 方 向 延

伸。１８８５年李鸿章奏准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官

督商办。１８８６年，从开平矿务局收买了唐胥铁

路，实现路矿分营。接着向西 展 修 至 北 塘 河 口

阎庄的铁路，１８８６年完工通车。开平铁路公司

于１８８７年改名天津铁路公司（又称中国铁路公

司），并 于１８８８年 将 铁 路 展 修 至 天 津 大 沽。

１８９０年，铁路 向 东 延 伸 至 古 冶，并 与 新 建 的 林

西矿接轨。从此，林西矿和唐 山 矿 至 天 津 大 沽

的铁路线 直 接 打 通，代 替 了 原 来 的 煤 河 运 输。

１８９２年铁路经滦州继续向东延伸，１８９４年修至

山海关。在那里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１８９６年

又改组为津榆铁路总局，原天津铁路公司的铁路

收归国有，并继续修筑至关外的铁路。１８９７年，
津卢（卢 沟 桥）铁 路 修 至 北 京 城 外 马 家 堡，１９０１
年修至北京。１９０７年，关外铁路修至奉天（今沈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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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皇姑屯。京奉铁路全线通车，当年成立了京

奉铁路局。距１８８０年唐胥铁路修筑历时２７年。

１９２９年后京奉铁路改称北宁铁路，今称京沈线。
唐胥铁路的修筑，为 中 国 铁 路 事 业 的 发 展

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揭开了中国自建铁 路 的 序

幕。而京奉铁路的修通，不 仅 为 民 众 出 行 提 供

了方便，更为唐山的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对关

内外的物资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 第 一 座 大 型 铁 路 桥———滦

河铁路大桥的建成
唐胥铁路建成５年 之 后，开 始 不 断 向 东 西

两个方向延伸，直到１９０７年 建 成 京 奉 铁 路（北

京至奉 天 即 沈 阳）。其 间１８９０年 铁 路 修 至 古

冶。１８９１年 兴 建 古 冶 至 山 海 关 的 关 西 铁 路。

１８９２年（清光绪十八年）工程进展至滦河，需要

跨滦河建桥。清政府聘用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

师，由英国人喀克斯承包建 造。这 是 关 西 铁 路

建设中一项最大的工程，代表着在中国 的 河 流

上架设大型桥梁的初步尝试。他们选择的建桥

地点在榆 山 和 武 山 南 麓，下 距 出 海 口５０多 公

里。河面宽而水流急。平时河宽５０米，夏季山

洪暴涨，势更汹涌，水面宽达６００米。河底淤沙

极深。西侧细沙厚１～５米，向 东 逐 渐 加 厚，最

厚处约２０米。因此，喀克斯打桩时遇到很大困

难。在修筑桥墩 时，由 于 沙 深 流 急，屡 筑 屡 塌。
喀克斯无奈，将工程转包给日本人，打下的木桩

也被激流冲走。继而转包给 德 国 人，他 们 采 用

“空气打桩法”，仍然无功而罢。金达走投无路，
眼看交工的期限逼近，才授意喀克斯去 求 助 原

来并不受他重视的詹天佑，以转嫁难题。
詹天佑，字眷诚，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６日 生于广

东省南海县（今广州市），出身于没落的官僚 世

家。清朝同治年间，选派幼童赴西方国家留学，

１２岁 的 詹 天 佑 考 取 赴 美。初 入 小 学、中 学 就

读，后入 耶 鲁 大 学 深 造，主 修 土 木 工 程。１８８１
年毕业归国，被派往福州船政局练习，赏五品顶

戴。１８８４年调 广 东 博 学 馆 任 教 习。１８８８年 詹

天佑经友 人 推 荐 到 天 津 中 国 铁 路 公 司 任 工 程

师，这是他 献 身 中 国 铁 路 事 业 的 开 始。这 年８
月，詹天佑参加了芦台－天津铁路塘沽 至 天 津

段的铺轨工程。１８９０－１８９４年，詹天佑参加了

关内外铁路的修建工作，他常驻石门（现属卢龙

县），督修从古冶到滦州（滦县）这段工程。此时

的詹天佑，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１８９２年当英 国 工 程 师 喀 克 斯 求 助 于 詹 天

佑时，年方３１岁的他，勇敢地挑起重担，决心要

为中国人争气。他首先认真 勘 察 了 现 场，研 究

外国工程师采用过的各种施工方法，分 析 其 失

败原因，又与工人一起缜密测量，研究河床的地

质构造，决定另选桥址。由山口南移，虽然加长

了桥身，但因水面开阔，水势 减 缓，从 而 方 便 了

打桩、立柱和运料、行船。詹天佑成功地把这座

铁路桥建造在坚固的石墩上。他采用“气 压 沉

箱法”，将一部分桥脚置于水面下二十多米深的

岩床上。这种方法首开了中国铁路建桥史上的

先河。他的具体做法是：雇佣熟悉水性的机匠，
置备了下水器具，潜入河底；汲 水 空 根，深 至 八

丈四五（约２８米），方 淘尽浮沙 碎 石，见 到 花 岗

岩实底；用长松木密打梅花桩，施长方大石和三

合土砌成桥墩。此桥“工 程 浩 大，历３２月 始 告

成”，１８９４年２月 竣 工［３］。大 桥 全 长 实 测 为

６７０．５６米，桥面宽６．３米，桥墩１６个，１７孔，采
用钢 桁 架 结 构，设 计 载 重 等 级 为 古 柏 氏 Ｅ－２８
级。铁轨为单线。

滦河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大桥

凌波飞架，雄卧当空，势扼咽喉，蔚为滦河一景。
滦河东西从此变通途，之后成为连接华 北 与 东

北的锁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詹天佑也因

修建此桥而名扬中外。当年他被选为英国土木

工程师学会会员，是中国工程师当选为 该 会 会

员的第一人。詹天佑一生曾修建和踏勘了许多

条铁路，最为世人瞩目的是２０世纪初他主持修

建的京张铁路，越过险峻的八达岭，成为中国自

建山区 铁 路 的 先 驱 和 典 范。不 过 可 能 有 人 不

知，建造滦河铁路大桥才是詹天佑的建业之始。
他的名字在唐山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滦河铁路大桥经历 了 一 百 多 年 后，雄 姿 依

旧。特别是它经 受 了 历 史 上 罕 见 的１９７６年 唐

山大地震的考验，至今依然屹立在奔腾 的 滦 河

之上。如今，大 桥 早 已 不 再 使 用，另 建 新 桥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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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但它将作为历史的纪念，永远地存在下去。

三、唐山近代公路、水路交通与孙中

山建设北方大港的宏愿
（一）唐山近代公路、水路交通

唐山的公路运输是由于开平煤矿的创办而

兴起的。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 初 年，开 滦 矿 务 局 英

国高级员司有一辆四缸脚踏福特汽车，此 为 唐

山出现的 第 一 辆 汽 车。１９２８年 开 滦 唐 山 矿 配

备矿山救护车一辆。之后，唐山铁路工厂、启新

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企业陆续添置汽车，从
而开创了 汽 车 运 输 事 业 的 先 河［４］１４１３。２０世 纪

２０年代，原清朝盛京御道（京榆古道）成为唐山

的第 一 条 汽 车 运 营 线。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在 京 榆

古道的基础上，首先整修完成丰润至北京段，并
首次通行客运班车。以后又相继整修丰润至临

榆（今山海关）、唐山至丰润、滦县至乐亭等公路

线段。１９３０年，丰润县人缪锡九首先创办了第

一家商办汽车运输企业永茂汽车行，从 事 客 货

运输［４］１３８９。其 后 又 有 多 家 汽 车 运 输 行 开 业。
至１９３６年，商 营 汽 车 达 到 三 十 多 辆。１９４０年

前后，唐山 有 各 种 客 货 运 汽 车 一 百 二 十 多 辆。
国民党统治时期百业萧条，至解放前夕，民营汽

车运输业仅有２８辆汽车，面临崩溃边缘。
唐山河渠众多，河海贯通，故历代舟楫十分

便利。境内滦河水运始于汉朝末年。清朝末年

唐山地域诸县与京津等地商业贸易发 达，由 天

津、大连、烟台等地驶来的装载上万斤货物的五

桅、七 桅 大 船，云 集 大 清 河、甜 水 沟 一 带，由 滦

河、大清河上溯，转运至诸县 及 承 德、内 蒙 古 等

地。其中往来于滦州、乐亭 之 间 的 载 重４吨 的

木帆船多 达 千 艘。１９世 纪２０年 代，滦 河 及 其

支流 计 有 民 船２　８００艘［４］１５０３，货 运 十 分 繁 忙。

１９３１年九一 八 事 变 以 后，滦 河 水 运 遭 到 破 坏，
民船数量 减 为１　３５０艘，通 航 里 程 缩 短 至３７０
公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水运状况有所好转。
后因铁路、公路运输力提高，加 之 河 道 淤 积，滦

河水运日趋 衰 落。至１９４８年 唐 山 全 境 解 放 前

夕，滦河水上运营木船仅有５００艘左右。
蓟运河水运也始于汉朝末年。清代民间水

运始终不断。民国年间，载重１０万斤的商船沿

还乡河上溯到蛮子营村，经营航运的船 只 不 下

百余艘，与天津等地进行物 资 交 流。抗 日 战 争

时期，丰润、玉田、遵化等县的商品运输，除北宁

铁路外，几乎全靠蓟运河水运，时有船只约１５６
艘。后来水运日 益 萎 缩，至 解 放 前 夕，玉 田、丰

润沿河只有私家商船３０余艘。
明清时 代，陡 河 下 游 水 运 兴 起。１９１８年，

陡河下 游 水 运 兴 盛，东 河 沽 一 村 就 有 大 船５４
对，沿岸的稻地、黄各庄、董各 庄 等 村 镇 均 有 大

对子木船数只或数十只不等。
此外，清末洋务运动 中 煤 河 实 行 水 运 与 铁

路联运开平煤。

（二）孙中山建设北方大港的宏愿

唐山境内的水路运输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影响很大。但由于铁路、公 路 运 输 日 益 兴 旺

发达，内河航道淤浅，内河水运每况愈下，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唐山内河水运基本告终。

唐山地域海岸线近 二 百 公 里，发 展 海 运 条

件优越。东晋十六国后赵时 期，即 开 通 了 乐 亭

与今天津海口之间的海上运输。至清朝末年洋

务运动后期，乐亭、丰润沿海与东北、山东、天津

等地的商业贸易兴盛，从天津、大连等地驶来的

装载上万斤货物的海船，云集于大清河、甜水沟、
小港、涧河、西河等港口。后来由于秦皇岛港兴

起，又有开滦矿务局自备海运轮船运煤，故域内

木船海运日趋萎缩。但大清河盐场的盐长期以

海运为主。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唐山港的兴建。
护法战争失败后，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１日，孙中

山先生离开广州赴上海。革 命 屡 遭 挫 折，使 他

陷入了苦闷和绝望的困境。但是为国为民改造

中国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专心著书，以此唤起人

民、唤醒社会。于是他继续撰写尚未完成的《建

国方略》一书，到１９１９年完成了全书。
《建国方略》分 为 三 部 分［５］：之 一 是 孙 文 学

说———行易知难（心理 建 设）；之 二 是 实 业 计 划

（物质建设）；之 三是民权初步（社会建 设）。其

中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９日发表的《实业计划》第一计

划的第一部就是论述建设“北方大港”的问 题。
在不到１　２００字 的 文 章 中，孙 中 山 全 面 论 证 了

“兹拟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中（今河

·１７·



唐山学院学报 第３０卷　

北省乐亭县）”的条件、意义及可行性和实用性。
孙中山指出，北方大港腹地 宽 广、物 产 丰 富、货

源充足，有极高的经济价 值。他 说：“以 地 居 中

国最大产盐区域之中央故也。在此地所产至廉

价之盐，……只此一项产业，已足支持此港而有

余。”而 且，中国当 时 最 大 的 煤 矿———开 滦 煤 矿

距此港较近，煤炭运出可以节省运费。所以“兹

港将来必畅销开滦产煤”，开滦煤矿也势必向此

港投资。同时，“直隶生齿之繁，山西矿源之富，
必赖此港为其唯一输出之途”。内蒙古、新疆丰

富的资源和畜产品都可由此港运出。孙中山还

设想，将来“与西伯 利 亚 铁 路 联络，则 中 央 西 伯

利亚一带皆视此为最近之海港”。北方大港“必

成将来欧亚路线之确实终点”，把欧亚大陆连为

一体，是“与纽约等大”的港口，其服务区域比美

国的纽约港还要大。

１９２９年，南 京 国 民 政 府 决 定 在 天 津 成 立

“北方大港”筹备处，进行筑港前期的准备工作，
随后在乐亭沿海实地勘测七十余日，编纂了《北

方大港之现状及初步计划》，但由于 国 库 空 虚，
财力不足，不久即决定筹备暂缓，建设计划无限

期地束之高阁。

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 末，侵 华 日 军 与 当 地 伪 政

府一度企图在乐亭县王滩建港，规划 建 设４个

万吨级深 水 泊 位，在动工期间由于屡次 受到冀

东抗日游击队的攻击而改址塘沽（今塘沽新港）。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建设北

方大港的宏愿，在半封 建 半 殖 民 地社会 的 中 国

长期不得实现。七十多年后，在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下，孙中山建 设北方 大 港 的 理 想终于 变 成 了

现实。１９８９年开始兴建的唐山港，打通了唐山

“冲出渤海湾，走向全世界”的黄金水道，结束了

唐山有海无港的历史。唐山港正朝着孙中山先

生提出的“与纽约等大”“为世界贸易之通路”的

国际贸易口岸的目标飞速前进。

四、唐山近代邮电业的开创

１８９６年 清 政 府 首 先 在 北 京 设 立 邮 政 局。

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大清邮政在唐山镇正式设

立邮政分局，位于新立街（今解放路）仁字三 条

胡同，办理国内信函、明信片、书刊印刷物、包裹

以及国际函件等邮递业务，并负责镇内 邮 品 的

投递。投递邮品步班与自行车班并行。这是唐

山近代邮政业的开端。后来，又陆续在遵化、开
平、滦州、乐 亭 等 地 设 立 了 代 办 所。１９０９年 开

办快 递 信 函，１９１２年 开 办 保 价 信 函 和 商 务 传

单，１９２０年又开办国际保险信函。唐山邮政局

建立后，利用火车守车与天津、大沽、北戴河、秦
皇岛等局交换邮件。１９０１年，天津邮界首开唐

山－丰润－遵化邮差邮路，两年内，初步形成了

唐山近代邮政通信网络。至１９４７年，邮件运输

靠自行车与委办汽车邮路，相继淘汰了 步 班 形

式。经过半 个 多 世 纪 发 展，到１９４９年 解 放 初

期，全市有邮政局所１２处，邮路９条，总长１６０
公里。唐山电信早于邮政出现。唐山电报通讯

始于１８８３年开平矿务局设立的电报站，而官办

唐山电报房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 开 局，比 邮 政 局 晚

建立１１年。早期使用的设备为莫尔斯人工电报

机。市内最早的电话始于１８８３年开平矿务局修

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两地的专用电话交换

点；长途电话也开始于开平矿务局的路矿专用电

话，可与天津通话。１９２５年天津电话局在 唐 山

设立电话分局，设磁石式２５门长话机，长途电话

可通天津、山海关。唐山电话局于同年８月开通

市内电话，配备磁石式１００门交换机一台，安装

电话机５３部。之后又有发展，至１９４９年初，人

工电话交换机１　７３０门，通信能力十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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