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经济恢复期，还是困难时期，甚至
“文革”，铁路施工的步伐从未完全停滞。武汉
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都是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1982年，中央认为铁路

“拖了经济的后腿”，在之后的“六五”和“七五”
期间，铁路建设的重点再次回到原点。

在1997年后的近10年时间里，“提速”一直

是我国铁路的关键词。“准高速、高速”字眼开始
出现在我国铁路史的辞典里。自1997年全国铁
路实施提速战略之后，直至2004年，中国铁路连
续 6次大提速。按照铁路建设规划和目前的建
设进度，到201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由目前
的8万公里达到11万公里。

至目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一流

水平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
际铁路，已让京津两城同城化，武广高铁亦通车在
即，郑州至西安即将通车。经多轮提速之后，时速
250公里的合肥至南京、合肥至武汉、济南至青岛
等铁路客运专线相继开通运营，另有一批北京至
上海逾10条时速在200~350公里客运专线和城际
铁路相继开工建设。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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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间，即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
北京宣武门外铺造了一条约半公里的小铁路，
行驶小火车，意在“展览”，以探国人的兴趣，不
想这喷火而行的“妖物”，让清人“诧所未闻，骇
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
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

又 10 年，为了便利吴淞口与公共租界的陆
上交通，美驻沪副领事奥立维·布拉特福以修“寻

常马路”为名，骗购了筑路用地，后因筑路事繁费
巨，转交经济实力雄厚的英商怡和洋行兴建。
1876年12月1日，租界苏州河北岸至吴淞口铁路
全线通车，长14.5公里，时速为24~32公里。

1879 年，李鸿章即再以运煤之由，上奏朝
廷，请修铁路。其时正值中法战争前，清政府的
兵工厂、军舰轮船均需用煤，加之唐山离京师尚
远，清政府便应允开平矿务局自修铁路。筹办

之事遭朝廷反对派横加干涉，眼看筑路计划又
将流产。开平矿务局只好恳请铺轨，称不行机
车，只以骡马拉煤，终获清政府同意。

1881 年 6 月 9 日，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终动工兴建。11月工程
告竣。唐胥铁路全长近10公里，每米轨重15公
斤，共耗银11万两。1882年初，唐胥铁路启用，
用骡马牵引车辆，被戏称为“马车铁道”。

至甲午战前，中国已筑成津唐铁路 (天
津至古冶 )部分关东铁路、部分台湾铁路等
长 473.4 公里。清政府利用外国技术，自主
修建，允许民间和地方当局适当引进外资

修路。
但甲午战争溃败，致国际地位下降，修

路中的正常局面被打破。列强纷纷在中国
沿海占租借地，迫使清政府同意其直接投

资 修 筑 铁 路 ，且 路 由 外 国 修 筑 、经 营 、所
有。

20世纪初期，成为清政府举借外债兴建铁
路的高峰期。

中国筑路热潮是在上世纪30代初国民党内
部纷争、混战基本平息后兴起的。但20世纪30
年代筑路与过去不同的是，无论是当年的孙中
山还是孙科都曾将筑路计划重心放在江南。中
国的国有铁路此前多数以北京为中心而兴建，

当年，国民党迁都南京，江南铁路相对较少。江
浙是富庶之地，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那时亦在
江南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也是国民党将重
心放在当地的原因之一，意可便于围剿和封锁
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红色苏区。

至1935年，国有铁路，不包括东北地区国有
铁路旅客量达到 43.5 亿人公里，货运 64.9 亿吨
公里，这比 10年前的 37.6亿人公里和 41.1亿吨
公里有显著提高。在近 50 年间，人们对此“妖
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而为了加强华南与华东及首都南京的联
系，钱塘江大桥计划浮出水面。500万元修建的
钱塘江大桥1935年4月开工，由荷、英两国承包
工程，在1937年9月16日通车，淞沪战场中日正
在交战，钱塘江大桥通车立即担负起铁路公路
军运任务，近3个月后，杭州沦陷前夕，中国统帅

部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以免资敌。
抗战期间，多数铁路没有逃脱钱塘江大桥的

命运，在完成后撤功能后，被撤或拆毁。京赣铁
路，更是眼看要竣工之时，亦被从两端拆毁。抗战
期间，自“9·18”之后，东北近3000公里铁路尽陷日
军手中，而东北之外铁路超过九成沦丧或损毁。

日军投降后，中国铁路的命运并未好转，国
共内战时期，双方在铁路边开展了一场修复和
损毁的拉锯战。

至新中国成立，保留的铁路有 22700 多公
里。铁路密度仅为0.23，“若由满洲里至昆明画一
条直线，直线西侧的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铁路”。

首条自建铁路骡马拉车

抗战期间多数铁路遭损

近10年来，连续6次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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