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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史话》

内容概要

《铁路史话》内容简介：铁路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的出现，是“欧风美雨驰而东”的产物。1840年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把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由此西方列强开始按照自己
的面貌改造中国，而他们尤其在物质技术方面如电报、铁路方面下工夫。中国境内敷设的第一条营业
铁路是1876年由英国商人在上海擅筑的吴淞铁路，它标志着古老的中国也开始步履艰难地进入“铁路
时代”。从这一年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铁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风风雨
雨历经73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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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运权。俄方设立了航运队、海运部，利用松花江、辽河等内河及大连、旅顺、营口等海港，经
营水上运输。　　伐木权。俄方可在中东路沿线清政府国有林区，随意采伐，以木代煤，解决机车缺
煤问题。　　就这样，中东路成为沙俄控制东北的有力工具。同时，中东铁路也构成了中国东北地区
铁路的基本骨架，打下了东北铁路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促成了哈尔
滨、长春、大连等近代城市的兴起。　　胶济铁路。为了将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
以&ldquo;巨野教案&rdquo;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租借条约，将胶
州湾租与德国99年，并且还规定：&ldquo;中国国家允许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
县、青州、博LLl、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
。&rdquo;条约还规定，德方可在铁路两旁各15公里内采矿。由于胶济线所经之处矿产丰富，地势较平
坦，德方决定先修此路。　　本来依条约规定，胶济铁路由德商、华商合组铁路公司修筑。但由于德
商在山东恃强逞凶，华商视之如恶狼，无人附股，这样胶济路的修筑、经营遂为德商所垄断。山东地
方入股银12．5万两，向公司派驻了一名管理员，但无足轻重。　　胶济路1899年9月动工，1904年1月
竣工，由青岛至济南，干线全线长．394．1公里，另有张店经淄川至博山的支线，长39．2公里；淄川
至洪山的支线，长72公里。　　胶济路为单线，但德方却按双线设计，广占良田。德方在购地时，压
低地价，且随意破坏坟墓，堵塞河道，结果在高密引起民变，且获义和团支持。德国以清政府无力保
护路工为由，竞调兵血腥镇压民众斗争，直至1905年方撤离。　　胶济路把德国租借地胶州湾与山东
境内及省城济南连接起来，使山东成为德国名符其实的势力范围。　　胶济铁路为山东首条铁路，奠
定了山东的铁路基础。它的兴筑，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开发，使青岛由胶州湾的一个渔村，逐渐发展为
北方大港。　　德国一度获得的胶沂铁路筑路权，因德国在胶济路和津浦路通车后，不断改变其筑路
要求，企图将山东境内的铁路，延伸至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因而为中国政府拒绝。后第～次世
界大战爆发，德国战败，该路成为泡影。　　滇越铁路。法国在占领越南后，便以越南为基地，向中
国的云南、广东、广西三省扩张和渗透。1898年，法国援引1895年6月20日订立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
附章》中&ldquo;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
境内&rdquo;的规定，迫使清政府同意，法国可由中越边界向云南昆明修铁路，即滇越铁路的中国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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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史话》

编辑推荐

　　《铁路史话》共分六章：中国近代铁路发展概观、中国近代铁路的肇兴、中国近代第一次筑路高
潮、中国近代铁路发展从低谷走向高峰、中国近代铁路由停滞走向全面衰落、人民铁路诞生，从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铁路的兴起写到人民铁路的诞生，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铁路发展缓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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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小书，比厚书更精华。
2、1825年，英国在大林屯到斯托克屯间修筑了世界上第一条公用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
宣武门外铺设了半公里长的展示铁路，国人骇为妖物，饬令拆除。书里涉及好多条铁路线，记不住啊
。。。而且暂时想不出什么场合能写到，又是个空白点倒是真的。。。【题外话】文中还提到，詹天
佑的“京张铁路是中国近代铁路史上一朵奇葩”，这词儿，当时是褒义的，现在读了总会多想，总想
笑。。。基本最后一章都是为新中国高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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