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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自 建 铁 路 的 诞 生

— 唐骨铁路修建述略

陈晓东

今 日京沈铁路唐山至青各庄段
,
建于 18 8 1年

,

况
,

似尚无专文论及
。

笔者不揣浅陋
,
有心探求

,

乃我国首条自建铁路
。 〔 1 〕 关于其修建情

以裨于中国近代铁路史之研究
。

一
、

短命的洋铁路

铁路是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在华势力的重要工具
。

十九世纪四
、

五十年代
,
英

、

美侵略者

已策划在中国修铁路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他们付诸行动
,
先后有过两次筑路之举

。

1 8 6 5年
,
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

,

擅建小铁路一里许
,
上行小火车

,
旨在用实物广

告的形式
,

博得清政府对铁路的好感
。

然而
“
京师人诧所未闻

,
骇为妖物

,
举国若狂

,

几致

大变
。

旋经步军统领衙门伤令拆卸
,
群疑始息

。 ” 〔 2 〕
。

1 8 6 8年
,

英
、

美在与清政府进行的修改天津条约的谈判中
,

企图获取在华修筑铁路的特

权
,

未遂
。 1 8 7 2年

,
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以修筑 梦寻常马路

”
为名

,

劝得上海至吴淞

间的路基
。

后经济实力颇强的英商怡和洋行
,
接替了布拉特福的活动

, 于 1 8 7 6年将
“ 马路

”

暗建成昊淞窄轨轻便铁路
,
长约 15 公里

,
经营客运

。

英人以欺骗之法
,

擅 自筑铁路
,
严重侵

犯了中国主权
。

清政府就此强烈抗议
。

后经往返交涉
,

双方达成 《收赎吴淞铁路条款》 ,

规

定
“ 以一年为限期

,

自光绪二年九月十五 日起至光绪三年九月十五 日止
,

由中国买断一切
,

价银全数付清
,

所有地段
、

铁路
、

火轮车辆等项
,

均即点交中国承管
,
行止 悉 听 中国 自

主
。 ” ` 3 〕 1 8 7 7年 10 月

,

清政府将吴淞铁路赎回
,

随即拆除
。

洋铁路虽仅昙花一现
,

但它们毕竟向古老的中国输入 了近代铁路的实体
, 如石投水

,
在

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震荡
。

人们开始关注
、

议论铁路
,

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

改变着对铁路的

认识
。

二
、

李鸿章筑路态度之变

清政府迟至 18 8 9年方将修铁路定为国策
。

唐山
、

青各庄在直隶境内
。

直隶总智兼北洋大

臣李鸿章对铁路的态度如何
, 于唐青铁路能否 向世举足轻重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朝野上下
,

几乎一致反对修筑铁路
。

清政府认为
,
修铁路会

“ 失我

险阻
,
害我田庐

,

妨碍我风水
” ,

还会
“
占我民间生计

,
势必群起攘臂相抗

,

众愤难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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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或勉强造成
,

被民间拆毁
,
官不能治其罪

,
亦不能责令赔偿

” 〔 4 〕
。

李鸿章对铁路的态

度虽亦基本如此
,
但与顽固派不尽相 同

,

其思 想中蕴有潜在的筑路要求
。

这期间
,

李鸿章正

着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实践
,

使他朦 胧地预感到
,

铁路与洋

枪
、

洋炮
、

机器和轮船一样
,
将来不可避免地会传入中国

。 “
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

线
,

又不若 中国 自行仿办
,
权 自我操

,

彼亦无可置嚎耳
。 ” 〔引 不过其时李鸿章对 兴 办 铁

路
,

还块乏信心
,
认为

“
公家无此财力

,

华商无此巨货
。

官与商情易隔阂
,
势尤涣散

,

一时

断准成议
,

或待承平数十年 以后
” 〔 6 〕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期
,

洋务运动进入兴办近代民用企 业阶段
。

1 8 7 2年
夕

李鸿章创办轮

船招商局
,

对近代交通工具的重要作用有所认识
,

葫发 了
“
改释递为电信

,

土车为铁路
” 〔”

的想法
。

18 7
一

主年
,

向为中国所轻视的
“
小国

” 日本
,

悍然侵犯台湾
。

清政府大惊
,
谕令沿海

督抚
,

筹议加强海防之策
。

李鸿章痛定思痛
,

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
,

正在于无 电报
、

铁

路
, 以致贻误时机

。

他说
: “

台湾之役
,

臣与沈葆祯函商调兵
,

月余而始定
;
及调轮船

,

分

起装送
,

又三月而婚竣
,

而楼事业经议定矣
。 ” 〔 8 〕 李鸿章视野开阔

,

对于
“
西 洋 政 教规

模
” , “

留心咨访考究
,

几二十年
” 。

自海防议起
, “ 即沥陈铁矿必须开挖

, 电线
、

铁路必

须仿设
” 〔 , 〕

。

是年冬
,

他还进京渴晤恭亲王奕诉
, “

极陈铁路利益
,

请先试造清江至京
,

以便南北转输
” 〔 lD 〕 ,

成为中国第一个具体规划修铁路者
。

李鸿章开始主张修铁路
,
虽遭顽

固派
“ 痛低

” ,
但在有识之士中

, 和者 日众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
夕
是李鸿章投身洋务运动的活跃期

。

他陆续创办

了开平煤矿
、

天津 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夕
认识到

“
中国积弱

,

由于患贫
。

西洋方千里

数百里之国
,

岁入财富动 以数万万计
,

无非取资于煤
、

铁
、

五金之矿
,
铁路

、

电报
、

信局
、

丁 口等税
。

酌度时势
,

若不早图变计
,

择其至要者
,

逐渐仿行
,

以贫交富
, 以弱敌强

,

未有

不终受其敞者
”

{ll 〕 ,
从而把修铁路视为求得国家富强的重要之方

。

这期间
,
发生了数起关

子铁路之事
。

李鸿章涉足其间
,
力争保存

、

修建铁路
。

1 8 7 7年
,

清政府赎回了吴淞铁路
。

赎回后怎么办 ? 李鸿章还在上年
,

就提出可
“ 令英商

将现造车路之铁木器具
,

查开原购实价
,

由中国承买
,

另招华商股分接充
,

其价分年分起归

还洋海
,

如 各机器局
、

船厂
、

电线之例
,

雇令洋匠教习
。

但为两国和好
,

顾全局 沂起见
,

切

谕治和不得抬 价居奇
” 〔12j

。

当讨上海
、

江湾
、

吴淞等地
,

有商民 14 5人
, “

公察两江总督
,

请准铁路继续办理
” 〔即

。

可见李鸿章代表了商民们的要求
。

清政府竟鲁莽地将铁路拆除
。

后来虽把拆得为器材运往台湾高雄
,
打算供筑台湾铁路用

,

是路却因费细未开工
,

运去的器

材严重诱浊
。

1 8 0 8年
,

清玫府又重筑吴松铁路
。

这一拆
、

一运
、

一建
,

浪费甚巨
。

日本浸台后
,

丁日昌任福建巡抚
。

1 8了7年
,

他奏清修筑台湾铁路
,

以加强台湾防务
。

李

鸿章支持这一要求
,

指出
“
铁路

、

电线相为表里
,

无事时运货便商
,

有事时调兵通信
,

功用

最大
” 〔14 〕

。

后清政府准之
。

18 8 0年
,

清政府拒绝承认严重危害中国主 权 的 关于伊犁 问题的 《里瓦几亚条约 》 ,

俄国对华进行武 力 威 胁
。

清政府召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入京
,

筹议拒俄之策
。

刘认为
,

要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实力
,

应广修铁路
,

第一步可先修由江苏清江至京师线
。

刘议一出
,

即

遭顽固派群起攻击
。

李鸿章则坚决支持
,

上了著名的长达四千言的 《妥议铁路事宜折》 ,

从

国计
、

军谋
、

民生
、

转运等诸方面
,

列举修铁路有
“
大利九端

” ,
业逐一驳斥了顽固派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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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铁路会
“
资敌

” 、 “
扰民

” 、 “
夺民生计

”
等迁腐之见

。

他指出
: “ 四五十年间

, 各国所

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
,

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
,

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
” , “ 处今 日各国皆有

铁路之时
,

而中国独无
,

譬犹居中
一

占以后而屏弃舟本
,
其动辄后于人

,

必矣
” 。

〔均 修筑铁

路的紧迫感
,

跃然纸上
J

其时
夕

顽固派势大
,

清政府未准刘铭传
、

李鸿章之请
。

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期
夕 清政府仍基本上拒修铁路

。
1 8 7 7年

,

它虽然同意 了丁 日昌

筑台湾铁路之请
,

但这业不表明其国策有
一

了变化
,

只因 “ 台湾海岛孤旋
,

迥非 内地 可比
” ,

〔163

另行对待而 己
。

不过这也反映了清政府拒修铁路的态度
,

已不似过去那般 坚 决
,

多少有

了一点松动
。

李鸿章身为洋务派首领
,
权势颇大

。

他对铁路的态度
, 已由仅具潜在的修筑要

求
, 到明确 友示要修

,

进至热情高涨
夕 积极争筑

,

翻然转变
。

因此
,
在一定条件下

,
李鸿章

若利用清政府的松动
,

大力活动 ,
是可以促成中国 自建铁路诞生的

。

而开平煤矿的创办
,

正

提供了这一契机
。

三
、

路赖矿生

直隶滦州开平镇 〔17 〕一带
,
自明代始

, 即有人掘土窑采煤
。

为解决天津机器局
、

北洋水

师军舰
、

招商局轮船的用煤问题
, 1 8 7 5年 , 李鸿章奏准筹办开平煤矿

,

派轮船招商局 总办唐

廷 :区主其事
。

唐廷枢在香港受过西式教育
夕 后长期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

,

经营轮船运输业多年
,

且对

新式采矿业有兴趣
,

颇具近代企业管理才干
。

李鸿章称赞其
“
熟精洋学

,

于开采机宜
,
商情

市价
,

详稽博考
,

胸有成竹
” 〔18)

,

可谓知人善任
。

18 7 6年
,

唐廷枢踏勘开平矿区
,

韭取 回矿石样 品化验
,

证明开平的煤
、

铁资源皆丰
, ,

早

位亦好
。

经李鸿章批准
,

决定开采
。

1 8 7 7年
,

唐制订招商章程
。

18 78 年 , 在开平镇设立矿务

局
。

经用钻机钻探
,

确定 将矿井选在开平西南 15 里的唐山
。

唐廷枢不仅是开平煤矿的经营者
,

也是主要投资人
,

故一开始即十分关心企 业的经济效

益
。

开 笋煤除 了矿局 自用及就地销售外
,

将主要外销天津
。

唐山至津
,

有 1 30 公里之遥
。

运

价如何
,

决定着煤本的高低
。

为了多获利润
,

他作了精细核算
。

当时天津煤市场上
,

国产煤

价约为位吨
“ 四两五钱至五两

。 ”
从唐山往天津运煤

, 得先用畜力车运至芦台
,

然后可改水

运
,

煤船沿蓟运河南行
夕 至北塘 出渤海

,

再 由大沽口 入海河至津
。

开平土煤的开采价为
“
每

吨二两七钱
” ,

畜力车费为
“
每吨二两二钱

” ,

再加上船费
、

力资等
,

合计每吨
“
五 两六

钱 ” ,
已高出天津国产煤价

,

故 以往难以销售
。

开平矿务局用机器采煤
,

开采价每吨可减至

“ 一两 二钱
” ,

则煤本亦相应降为每吨四两一钱
,

低于天津国产煤价
,

能有销路
。

若由唐山

至芦台筑铁路
,

用火车运煤
,

每吨运费仅
“ 一两 ” ,

则煤本又可减至每吨才二两九 钱
,

即便

加上税厘
,

仍低于天津国产煤价许多
,

与洋煤相较
,

其价更廉 〔l9j
。

况且机器所采
.

系 深 层

煤
,

质 量优于手工所采浅层煤
,

按天津国产煤价卖
,

销路定旺
,

获利必溥
。

由此
,

唐廷惬得

出结论
: “

煤本不难取
,

所难者使其逐 日运出费力
” , 〔20 〕 “ 欲使开平之煤大行

夕

以夺祥煤

之利
,

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 〔21 〕 ,

非 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
。 ” 〔22 〕

筹办开平煤矿前
,

李鸿章曾派人开挖直隶磁 州煤矿
。

因无近代交通工具
,

当地价每吨仅
·

0
.

9一一 1
.

2美元的磁州煤
,

运至天津后售价竟高达每吨 14 美元
,

难以销售
,

结果该矿只得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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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33
。

经了解英国煤炭工业历史
,
他认识到

“
火轮车之制

,
权舆于英之煤矿

,

道光初年始

作铁轨 以约车轮
,
其法渐推渐精

,
用以运销煤铁

,

获 利甚多
,

遂得扩充工商诸 务
,
雄 长欧

洲 ” 。
〔24 〕教训与借鉴

,

使李鸿章悟 出了
“
煤铁诸矿去水远者

, 以火车运送
,
斯成本轻而销

路畅
,

销路杨而矿务益兴
” 〔书〕之理

。

应 以火车运煤
,
李鸿章之心与唐廷枢相 通

,

所 以他鼎力

支持唐
,

结合办矿
,

谋修铁路
。

开平一带的铁矿石蕴藏亦很丰富
。

唐廷枢本打算
“
开煤必须筑铁路

,

筑铁路必须采铁
。

煤与铁相 为表里
,

自应一律举办
。 ” 〔26 〕后因采铁

、

冶铁需资过巨
,

便放弃此议
,

只 办 煤

矿
,
但铁路仍修

。

初
,
唐廷枢曾有过由唐山违南

,

筑铁路一百里
, 至渤海边 的 涧 河 口的打

算
。

若是
,
将煤由铁路运至该地后

,

可直接经海路运至津
。

但因
“
铁路必经之地大半系旗地

,

如 躲避此等旗地
, 另筑曲折的路线则将所费不货

” , 〔翎加之还得兴筑码头
,
唐 只得改变初

衷
,
筹修由唐 山至芦台之铁路

。

开平煤矿投产前
,

前途未 卜
,

商人多观望
,

股金末能按期收

齐
。

资金有限
,

唐廷枢拟先筑唐山至青各庄 ( 按
:

时属丰润县
,

现为丰南县城 ) 段
,

因该段

地势陡峻
,

车行最难
。 “ 五年 ( 按

:

光绪五年
,

即 1 8 7 9年 )
,

乃察请直督 由矿务局出资
,

自

唐山起主肯谷庄止
,
建一铁路

, 以便运煤
。

鸿章许之
,

专折具奏
。

奉旨依议
。

业派矿务局
_

〔

程师英人 ( c
·

w
·

iK n de
r
按

:

即金达 ) 督修
。 ” 〔283 顽 固派愚昧地认为

, “ 轮 车 所 过之

处
,
声闻数十里

,
雷轰电骇

,

震厉殊常
,

于地脉不无损伤
” 。

〔29 〕唐 山西北遵化 县 的 马 兰

峪
。

系清皇室东陵所在
。

他们声称若筑唐骨铁路
,

势必震动山川
, 有碍灵寝

,
便横加反对

。

李鸿章
、

唐廷枢
“
正筹办间

, 因廷臣谏阻
,

奉旨收回成命
” 。

〔3的

开平煤矿于 1 8 7 9年始凿煤井
, 1 8 81 年 出煤

, 18 8 2年全面投产
。

为避免出煤 后
,

因运力不

敷
,
致使煤产积滞

,
唐廷枢于 1 8 8。年宕力解决运输问题

。

青各庄逸西至芦台
,

地势平坦
, 多

荒地
。

矿局开挖了一条运河
,

长 3 5公里
,

专供运煤
,

称
“
煤河

” 。

芦台至天津间的水道亦子

疏凌
。

青各庄至唐山
,

不宜开河
,

便筑大路
。

唐廷枢未放弃修铁路的计划
,

让民工把路修得

特别坚实
,
与铁路路基无异

。

挖河
、

筑路于 1 8 8 0年秋冬间开始
。

时股金不裕
, “

矿务局曾通

过李鸿章的关系从天津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借到银三万两
, 以矿局来年生产的 烟 煤 焦 炭抵

还
” 〔31 〕, 保证了工程进行

,
翌年春夏间工竣

。

从唐山至肯各庄
,

路程虽不长
,
但机器采煤产量高

, “
每应运五六千担

, 须雇大车三
一

百

采
, 〔始〕足敷用

,
不独无此多车

,
且车价腾贵

,
更难化 〔划 〕算

” 〔韶〕
。

况且
“ 夏秋 山 水 涨

发
,

节节阻滞
” 〔“ 〕 ,

土路泥泞难行
。

于是李鸿章以退为进
,

授 意开平矿务局再次奏请修建

运煤轻便铁路
,

申明为免于震动东陵
, 可不行驶机车

,

以驴马拖曳
。

经其一再努力
,

清政府

终在
“
极度不愿意的情况下允许

” 〔时 〕
。

因路基 已具
,

施工顺利
。 “ 〔光绪〕七年五月十三 日

( 即 1 8 8 1年 6 月 9 日 ) 兴工
,

六月五日 ( 6 月 30 日 ) 为首创我国标准轨距铁路敷设之期
,

由

〔矿 〕总工程师薄内 ( R
·

R
·

B ur n et t ) 氏之妻在唐山订〔钉〕第一枚道钉
。

十一月 ( 按
:

约年

底 ) 工程告竣
,

每英里用款约英金三千镑
。 ” 〔均该路东起唐山煤井

, 西南至肯各庄止
,

与
“
煤河

”
相接

,

长 9
.

7公里
.

〔3们 ,

约 合 6 英里
,

单线
,

铺每码三十磅的轻钢轨
, 由英国进 口

,

最大斜度为百比一
。

路款全 由开平矿务局 自筹
,

未用洋款
。

在合理确定轨距问题上
,

唐青铁路工程师
、

英国人金达是有贡献的
。

唐廷枢本打算用窄

轨
,

一来使铁路轻便些
夕
减少震动

;
二来可少花些钱

。

金达不同意
,

坚持璧采用牧宽的央囚

轨距
。

,’.
· ·

… 金达了解 到这个问题必须力争的重要性
。

他认为这条矿山铁路的软距必须放宽
多

一 5 8一



这条矿山铁路一定要成为他 日巨大的铁路系统中的一般
,

而且他也认 识到当时是一个紧要关

头
,

决定的轨距和将来铁路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关系
。

… … 因而他决定在他能力所能阻正的情况

之下
,

决计不让中国人蒙受节省观念的祸害
,

所 以力劝采取英国标准 ( 4 叹 8 时半
。

按
:

合

1
.

43 5米 )
。

经过一番顽强的斗争
,

他的意见 通过了
” 。

〔37 〕各国的轨距
,

有的较英国的窄
,

有的较英国的宽
,

而英国的适中
,

为多数国家所采用
。

就在唐胃铁路采用后不久
, 1 8 8 6年召

开的国际铁路会议
,

将英国轨距定 为世界铁路标准轨距
。

尔后
,

我国的 自建铁路皆沿唐开路

之制
,

采用这种轨距
。

轨距统一
, 方便 运输

。

采用英 国轨距
,

对开单煤矿亦有实际好处
。

英

国轨距宽于窄轨
,
配套使用的车辆的尺寸也相 应大些

,

这样可以多装煤
。

另用英国轨距
,
所

铺的钢轨应重于窄轨铁路
,

而唐 青路初铺的钢轨每码仅重 30 磅
, “

煤车过重
,

铁 轨过轻
,

若

用六十磅钢轨可能经济些
” 〔38 〕

。

这就为唐胃路 日后更换轻轨
,

改铺重轨
,

提高运力
,
打下

了基础
。

四
、

机车与驴马之争

1 8 82年初
,

唐青铁路投入使用
。

伊始
,

只能用驴马拖曳煤车
,

人称
“ 马车铁道

” 。

是年
,

开平煤矿已全面投产
, 大量的煤急待外运

。

而驴马的牵引力太小
,

铁路 又有些坡

度 , 运输拖了采煤后腿
。

为了应急
,

经金达的设计和指导
,
中国工人

“
利用矿场起重机锅炉

和竖井架的铁槽等旧材料
,

试制成功了一台 O一 3 一 O型的蒸汽机车
。

这台机车
,

只有三对

动轮
,

没有导轮和从轮
,

机车全 长8t 英尺 8 英寸
。

当时任 总工程师的英人薄内 ( B ur en )t 的

夫人仿照乔治
·

斯蒂文森 ( G eo gr e st eP h en
s o n ) 制造的英国著名的蒸汽机车

`
火箭号

’
的

名称
,

把它命名为
`中国火箭号

’ 。

可是中国工人却在机车两侧各刻一条龙
,

把它叫作
`
龙

号
’

机车
。 ” 〔加〕 这台中国 自制的第一台机车

, “
其力能引百余吨

,

驶行于唐青间
”

,40 〕 ,

大大加快了煤的运输
。

机车的行驶
,

使唐晋路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铁路
。

火车头 出现的消息
,

风传开去
。 “

行车未久
,

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幼
,

谓机车直驶
,

震动

东陵
,

且喷 出黑烟
,

有伤禾稼
。

奉旨查办
,

旋被勒令禁驶
。 ” 〔41 〕

李鸿章
一

卜分看重开平煤矿
,

认也有了是 矿
, “

从此中国并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

改远购于外洋
,

一 旦有事
,

庶不为敌人所把持
,

亦可免利源之外泄
,

富强之 基
,

此 为 嘴

失
” 〔4 2〕 ,

不
一

甘心机车停驶
,

影响煤矿生产 当时已近中法成争前夕
,

轮船
、

军舰需煤孔急
。

况

且唐山远离东陵达 二百里
,

唐青路铺的又是轻轨
,

不可能震动东陵
。

在李鸿章的 支 持 下
,

“

经唐廷枢力谋营救
,

经几许波折
,

数月之后
,

取销前命
,

始克照常开驶
” 〔们〕

。

仅一台机

车不够
。

同年
,

开平矿务局
“ 又从英国购来了两台小型 O一 2 一 O式 ( 只有两对动轮 ) 机车

( 称 0 号 )
,

参加运行
” 〔“ 〕

。

五

唐青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
。

铁路
,

行驶 了中国 自制的第一台机车
,

路工人
。

、

路短作用大

虽然它仅长 9
.

7公里
,
但毕竟为中国 自建的首条嘟权k

确定 了中国铁路的标准轨距
,

业造就了中国早期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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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铁路应开平煤矿运煤需要而生
,
又地处关内外交通要冲

,

因此发挥了很大作用
,

正

如李鸿章所说
, “

是矿务因铁路而益旺
,
铁路因矿务而益修

,
二者又相济为功矣

。 ” 4t 幻

1 8 8 1年 , 开平矿甫出煤
, “

煤河
” 已挖

,

铁路 已筑
。

1 8 8 2年
,
煤矿全面投产

,

铁路随之

通车
。

矿路业举
,

煤出路通
,
使开平煤得 以及时外销

,

赢利后
,

又扩大再生产
,

形成 良性周

转
。

开平矿投产以来
,

年产量迅速上升
。

1 8 8 2年为 3 8 , 3 8 3吨
, 1 8 8 3年 为 7 5 , 3 1 7吨

, 1 8 8 4年为

1 2 6
, 4 7 1吨 , 18 5 5年为 1 5 7 , 0 3 9吨

, 1 8 8 6年为 1 8 7 , 3 1 4吨
。
〔月6〕投产翌年

,

该矿即有 公 积 金 可

留
。

至 1 8 8 8年
,
已基本还清债务

,

开始发放股息
,

成为我国近代机器采煤业 中经济效益最好

之矿
。

经开平矿的示范和推动
, 1 8 8 2一一 1 8 8 4年间

,

我国新开办的新式煤矿就有五座
。

开平矿建成前
,
天津的煤市场为 日本煤所垄断

。 1 8 8 2年始
,

开平煤经唐青 铁 路 和
“
煤

河
,, , 源原进入天津

。

据统计
, 1 8 8 2年达 8 , 1 8 5吨

, 1 8 8 3年为 8
,

5 0 3吨 , 1 8 8 4年为 1 3
,

7 3 1吨
,

1 5 5 5年为 2 7 , 4 5 5吨 , 1 5 5 6年为 3 4 , 1 0 0吨
。
〔4 7〕 铁路

、

水路运价廉
,
加之机器 开 采

,

劳 力便

宜
,

经李鸿章奏准
, 又得以大幅度降低出口税等因

,

改使开平煤的销价较 日煤 便 宜 得 多
。

1 8 8 2年
,

`

“ 日本煤炭在天津的标价是
:
广岛煤矿的块煤每吨售天津纹银七至八两

; 三池煤矿

的块煤则为七两
,

而开平煤矿的块煤以每吨四两五至五两的售价招揽生意
” 〔48 〕

。

开平煤的

煤质又好于 日煤
,
适合轮船

、

汽机燃用
。

由是
,

在竟争中 日煤处于劣势
,

进 口量连年骤降
。

开平煤入津前的 1 5 5 1年
,
天律煤市场进 口的 日煤多达 1 7 , 4 4 5吨

。
1 8 8 2年为 1 , 2 9 6吨

, 18 8 5年

为 5“ 吨 , 1 8 8 6年仅为 30 1吨
。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
,

日煤 已不复进 口
。
〔4 9〕 天津煤市场为

开平煤夺回
。

开平煤矿恃唐青铁路
、 “

煤河
”
联合运煤

。

不久
, “

煤河
” 之弊端显露

。

铁 路 运 输 快

捷
、

杨通
、

四季无阻
, “

煤河
”
却不然

。 “
近年 察看情形

,

河道春秋潮汛不大
。

煤船常有停

掉候水之苦
。

河无来源
,

亦有岁淤岁挑之费
” , 〔5 0〕且每到冬季

,
还会冰封

。

开平煤产 大 幅

度增加
,

觅需提高运力
。

1 8 8 6年 ,
唐廷枢

“
与众商再四熟筹

” ,

要求
“
将原有铁路

,

照样接

办沿新开河 ( 按
:

即 “
煤河

” ) 南岸至河尾至
, 即芦台左近之阎庄

,
现储煤厂六处

。

阎庄外

蓟运河大小船只终年畅行无阻
,
庶转运不穷

,
买卖均获便捷

” 〔义〕
。

中法战争后
,

清政府力

图振作
。

李鸿章乘机使唐廷枢的要求获准
,

业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
,

属官督商办性质
,

由伍廷

芳为总理
,
唐廷枢为经理

。

唐青铁路建成后
,

路权归开平煤矿
。

而开平铁路公司独立 于煤矿
,

乃我国首个专业铁路公司
。

由路矿合一至路矿分开
,
有利于铁路的集中管理

,

加快铁路建

设
。

该公司 自筹股金
, 买得唐青路权

,
业接筑骨各庄至阎庄局的铁路 35 公里

,

于 1 8 8 7年工竣

通车
。

唐廷枢终于实现了十年前的愿望
。

醇亲王奕课受李鸿章影响
,

转 向支持修筑铁路
。

中

法战争后
,
他主持新设置的兼管铁路事宜的海军衙门

。

经该衙门以加强海防为由奏准
,

18 87

一一 1 8 8 8年间
,
唐山至阎庄的铁路又展筑至塘沽

、

天津
。

至此
,

开平煤经铁路可直接运抵天

津
。

后津唐铁路继续延伸
。

西端次第展筑至丰台
、

芦沟桥
、

马家堡
、

北京 ;
东端次第修至古

冶
、

山海
、

关大虎山
、

新民
、

奉天 ( 按
:

即今沈阳 )
。

长达 8 41 公里
。

连结关内外的交通大动脉

一一京奉铁路 ( 按
:

即今 日的京沈铁路 )
,
实乃 以区区 9

.

7公里 的唐青铁路为始基
。

随唐铁骨

路的逐段展筑
,

铁路的功用 日彰
,

修路的风气 日开
。

在洋务派的不断推动下
,

清廷 终于顺应了

潮流
,

认识到
“
此事 (按

:

指修铁路 ) 为 自强要策
,

必应通筹天下局
” , “

定一至当不易之策
,

即可毅然兴办
” 〔s幻 ,

改变了以往的消 积态度
, 于 1 8 8 9年 5 月

,

确立了积极修筑饮路的闲策
。

唐山本系一山名
,

仅有一 1 8户人家的小山村乔家屯
。

唐廷枢办开平煤矿
,

凿 井 于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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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铁路 以此为起点
,

使开平矿采掘兴旺
,

业皿进了物资流通
,

商旅往来
,

唐山地区 日臻紧

荣
。

至汗
一

九世纪九十年代
,

乔家屯 已发展为有一千多户的唐山镇
,

属滦州
。

至
一

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
,

`

店山镇又发展成工矿业较发达的唐山市
。
〔53 〕

英人金达
,
在修筑唐青铁路

、

确立标准轨距
、

设计中国自制的首台机车中
,

表 现 得明

干
、

踏实
,

获清政府信赖
。

后他长期受雇为中国铁路工程师
,

为修筑京奉铁路
,

在技术上起

了较大作用
。

( 1 ) 18 77 年
,

丁日昌创办台湾基隆煤矿吮 曾从矿井至海边修了一条轻便铁路
,

长约 9 里
。

因仅用人力拉车运蒸
一直未行驶机车

,

故尚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铁路
。

( 2 〕李岳瑞 : 《 春冰室野乘 》 ,

页 2 04
。

转引自必汝成编《 中国近代铁路史贫料 》 ( 1 8 6 3一一 1 9 1 1)
,

第一册
,

页1 .7 中华书局
,

19 6 3年 5月版 (以下简称《 铁路史贫料 》 ( 一 》 )
。

( 3 )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 《 交通史路改篇 》

,

第一册
,

19 3 1年刊
。
转引自《 铁路史贫料 》 (一 )

,

页弘一 “
。

( 4 ) 《 总署条说
,

同治六年九月十五 日 》 ,

见 《 筹办夷务始末
, 同治朝 》 ,

卷匆
,

转引自《 铁路史贫料 》 (一沁

负2 2
0

( S ) ( 6 ) 《 湖广总彗李鸿章奏振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 ,

出处
、

转引处同上
,

页 26 ; 2 ,一汤
。

( 7 ) 《 复丁雨生中垂 》 ,

见 《 李文忠公全书 》 ,

朋僚垂稿
,

卷 1 3
,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
。

( 8 ) 《 筹议海防抓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 ,

同上书
,

奏稿
,

卷 24
。

( , ) ( 10 ) 《 致郭滋燕函光绪三年六月初一 日 》 ,

同上书
,

朋僚垂稿
,

卷 1 .7

( 11) 《 致丁宝祯垂
,

光绪二年八月十九日 》 同上
,

卷 16
。

( 1 2 ) 《 致冯大爱光函
,

光绪二年三月十六日 》 ,

同上
。

( 13 ) 《 交通史路政篇》 ,

第一 册
,

页 11
,

转引自金士宣
、

徐文述著《 中国铁调发展史 》 (1 8了〔一 19 49)
,

中国铁道出

版社
,

19 8 5年 1 1月版
。

( 14 ) ( 16 ) 《 总理衙门奕诉等奏折
,

光绪三年二月二四 日 》 ,

见 《 铁路史资料 》 (一 )
,

页83
、

84
。

( 1弓 ) 见 《 李文忠公全书 》 ,

奏稿
,

卷 39
。

( 1 7 ) 滦州今口称滦县
。

开平镇今属害山市
。

( 18 ) ( 3 3 ) (4 匀 《 直隶开办矿务振 光绪七年四 月二十三日 》 ,

见 《 李文忠公全书》 ,

奏稿
,

卷四十
。

( 19 ) 文中有关价格数
,

参见 《 着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业条陈情形节略
,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口 》 ; 《 唐廷枢开准

开平煤铁亚兴办铁路察
,

光绪三年八月初三日 》 ,

转引自《 铁路史贫料 》 ( 一 )
,

页122
、

招 3
、

丈别
。

推算结果
,

不一 定采

确
,

但请楚地表明
,

铁路运煤
,

可大大降低煤价
。

( 20 ) 《 着廷枢开采开平煤铁业兴办铁路票
,

光绪三年八月初三日 》 ,

同上书
,

页 12 .3

( 21 )招商局的轮船至天津却货后
,

由于缺乏南运货源
,

常常空载返沪
。

若开平煤能经铁路大量运至天津
,

则可由招

商局之船运载一 部分至沪镇售
。
招商局由此可得一 笔可观 的运煤收入

。

( 22 ) ( 26 ) ( 32 ) 《 唐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业条陈情形节略
,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 ,

见 《 铁路史贫料 》

( 一 )
,

页 12 2 ; 1 23 ; 1 2 2
。

( 2 5 )
一

卡尔逊
: (< 开平煤矿 ( 15 7 7一 19 1 2 ) 》

,

页 1 7
,

19 5 7年版
.

( E l l s , o r t五 C
·

C a r l s o n
·

《 T h
,

K
a i p i n g

M i助
,

18 7 7一 19 12 ) 》
。

( 24 〕 ( 2 5 ) ( 4弓 ) 《 妥议铁路事宜折
,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 ,

见《 李文忠公全书 》
,

奏稿
,

卷 3 .9

( 2 7 ) 北华捷战
,

18 7 9年 2 月 7 日
,

卷 2 2
,

转引自《 铁路史贫料 》 ( 一 )
,

页 124
。

( 2 5 ) ( 3 0 ) ( 3 5 ) ( 4 0 ) ( 4 1 ) ( 4 3 ) 《 交通史路改摘 》 ,

第一册
,

转引自《 铁路史资料 》 (一 )
,

页 1 2 0一 2 2 2
。

( 29 ) 中国近代史贫料丛刊
: 《 佯务运动 》 (六 )

,

页 2 2义

( 31 ) 《 开平案据汇编 》 ,

页盯
。

转引自张国辉著 《 洋务运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 页 204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7 9年 1明 版
。

( 下转 第5 4 页 )

一 6 1一



的赞同
。

3月 18 日
,

民德大选中
,
德国民主

社会主义党变为在野党
,
基督教民主联盟上

台执政
。

5 月 18 日
,
第一个两德国家条约签

订
。

7 月 1 日
,

两德货币统一
,
西德马克在

民德流通
。

其后
,
苏联又同意统一后的德国

可 以自由
、

独立地决定归属哪个军事集团
,

苏军将分批撤回苏联
。

8 月 31 日
,

第二个两

德国家条约签订
,

民德将根据联邦 德 国 的
“
基本法

”
加入联邦德国

。
9 月 12 日 ,

最后

一次
“
二加四会议

”
在莫斯科举行

,

四大国

批准德国统一 业取得全部主权
。

1 9 9。年 1。月

3 日零时
,
联邦德国的黑

、

红
、

黄三色旗在

民主德国士
.

空升起
,
分裂 41 年之久 的德国又

实现了统一
。

综上所述
,

战后德国的分裂是美
、

苏
、

英
、

法四大国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

两个德

国的出现是
“
冷战

”
的产物

。

但长期的民族

分裂
,

敛不符合德国人民的意愿
,
要求民族

统一乡结束外国军事占领状态是两德人民的

共同心愿
,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四大

国 ,
尤其是美

、

苏间关系的缓 和 ,
对 德 政

策的调整
,

则为德国统一打开了方便之门
。

①②⑧④⑥⑥⑦⑧⑨L⑥见 《 德黑兰
、

雅尔塔
、

波茨

埠会议记录摘编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74 年版
,

第2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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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见 《 斯大林文选 》
,

人民出版社 1, 62 年版
,

第

4 2 9页
、

第月2 3页
、

第4 80一4 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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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供 )肯德
: 《 中国铁路发展史 》

,

页25
,

李抱宏中译
,

三联书店
,

1 ,犯年版
。

( 肠 )关于舍胃铁路的长度
,

史书记载略有所异
。

此据《 中国铁路建筑编年史 》 ( 1881 一二98 1) 一书之说
。

该书由马千

里等编春 中国铁道出版社
,

19 83 年版
。

( 37 ) 肯德著 李抱宏等译
,

《 中国铁路发展史 》 ,

页25
。

( 3 8 ) 北华捷报
,

18 8 4年 1乞月 1 0日
,

卷 a 3
,

转3 1自《 铁路史资料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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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9 ) (4 4) 金士宜等著《 中国铁路发展史 》
,

页l七 14 一 1乳

( 46 ) (4 7 ) 《 开平煤矿的产量和外销量 l( 朋 2一 189 8年) 》 统计表
,

见张国辉著《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米 》
,

页2 0 .6

( 4 8 ) 字林西报
,

18 82年 7 月 7 日
、

8 月 1 2日
,

转引自上书
,

页 208
,

( 49 ) 《 关册 》 ,

18 8 0一 189 5年各年统计报告
,

同上
。

( 匀 ) ( 51) 《 光绪十二年六月开平矿局商董察李鸿章 》 ,

见申报
,

188 6年 , 月 27 日
。

( 52 ) 《 上俞 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六 日 》 ,

见《 德宗实录 》 ,

卷 269
。

( s3 )参见徐润
: 《 徐愚斋自叙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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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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