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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英国国造造““先先导导号号””
是是中中国国首首台台蒸蒸汽汽机机车车

本报记者 刘胜男 整理

说到火车，现在的人们肯
定都不陌生，它是现代人的日
常交通工具，为大众的日常生
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当谈
论到中国最早火车的模样和历
史时，大多数人却知之甚少，下
面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欣
赏《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
吴淞》和《铁路火车图式》这两
张图画，回到最开始的场景，看
看古人当时乘坐的火车是什么
样子的，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
发端。

《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
往吴淞》为套色木刻，长44厘
米，宽26厘米，印于1876年，描
绘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修建
的第一条铁路——— 沪淞铁路
开通后的情景。1875年，英商
怡和洋行决定自上海至吴淞
间修建一条铁路。吴淞是一个
海港，商业繁荣，火车开行可
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当时清政
府对火车的态度正处于争论
时期，洋务派主张引进火车，

“采泰西之长技，助中国以自
强”；保守派却视火车为“妖
物”，怕引进后破坏大清王朝
的风水。英国人怕遭到反对，
就搞了一个骗局。表面上，他
们说购买上海到吴淞间的土
地是为了修建一条寻常马路，
实际上却在筑路基、铺铁轨，
并偷偷从英国运来了机车、车
辆和其他铁路器材。1876年1
月20日开始铺轨，2月14日以
先期到达的仅重1吨多的小型
机车“先导号”试车。

清政府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试车时才发觉此事。上海
道台向怡和洋行提出，修建这
条铁路未经批准，要停下来等
北京的指示。怡和洋行表面上
作了让步，停止试车一个月，实
际上铺轨工程仍加紧进行。同
时，又从英国运来重9吨的“天
朝号”机车一台。一个月过去，
清政府并没有提出抗议，3月下
旬，重新恢复试车。这条全长15
公里的铁路，于7月3日举行了
正式通车运营典礼。运营一年
后，被清政府用28万5千两白银
赎回拆毁。

《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
往吴淞》便是通车时的招贴画，
上面注有：“今日礼拜。上午八
点、十一点半钟，下午二、四、六
点钟，开往巴塘、江湾、吴淞。”

可见，这还是一张中国最早的
火车时刻表，标明每天有五趟
往返。画面上的上海站为西洋
建筑风格，是个二层尖顶小楼，
上有钟表，标着中英文“买票
处”，用栅栏隔离开车站区域。
一个蒸汽机车拖着四节包厢正
驶入车站。这台机车就是1874
年英国制造的“先导号”，是运
行于中国大地的第一台蒸汽机
车。值得注意的是，画面采取了
对比的手法，站内是舒适、快捷
的火车，站外是颠簸、缓慢的洋
车、马车，极言乘火车旅行为一
种时尚。无可置疑，这是中国土
地上出现的第一条商业运营铁
路。尽管五年后，即1881年中国
自己修建了第一条铁路——— 唐
胥铁路，但无车无站，用骡马牵
引，且只是装煤，规模等极不可
同日而语。

《铁路火车图式》是《铁路
要览》一书的插页，标有“若痴
主人自绘”字样，作于光绪十
五年(1889年)。1864年英、法
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绞杀了
革命的太平天国以后，便开始
了由来以久的铁路侵略计划。
针对清政府守旧、腐败、贪污
和昏庸的特点，他们以宣传欺
骗的手段擅自修筑铁路、偷运
机车的实际行动，威胁利诱清
政府在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接
受 侵 略 计 划 。从 1 8 6 5 年 到
1 8 7 6年的 1 1年间，英国人多
次在华北和华东擅自修筑所
谓的“实验性铁路”。英人肯德
在他所著的《中国铁路发展
史》中说：“为中国人提供一种
示范，使他们在心理上习惯于
这种新的观念，为将来的发展
铺平道路。”其侵略目的昭然
若揭。

在长达20年的关于火车的

论战中，洋务派一面力斥保守
派的攻击，一面积极筹划创办
铁路。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不断
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提出奏请，
终于得到了上谕，把兴办铁路
定为“自强要策”。1880年以后，
中国开始自己修建铁路。1881
年李鸿章专折奏准修建的唐山
至胥各庄铁路通车，这是中国
自己兴建的第一条铁路，为中
国铁路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1886年唐胥铁路向西展修至
芦台，1888年又西展至天津。
从《铁路火车图式》可以看出，
当时火车在全国虽不是很多，
但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
系统。轨道上旗房、闸房，搬
道、上水分工精细，车站内装
货处、买票处、官客房、女客
房、客坐一应俱全。车厢有全
包、半包、敞车等级分明。这也
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张火车站
线设施示意图。

《铁路要览》一书中还提到
了沪淞铁路的命运，对闭关锁
国的清政府提出了直言不讳的
批评：“欧美各洲莫不皆有铁路
火车，以速其行，而中国独无。
前者，西人创设于上海以达吴
淞，中国人始得见之，附以往
来，一扩眼界者，盖不乏人。惜
乎！中国出资购取而不自驶行，
以求推广，乃拆而去之，此大失
计之事也。”清政府花巨资收回
的目的不是利用，而是拆除，愚
腐程度令人瞠目。

这两张火车图的发现纯
属偶然，是2001年底作家钱小
惠在北京的寓所整理父亲阿
英遗著时翻到的。这两张图由
阿英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为中
国铁路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
重要贡献，也为后人了解当时
的历史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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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色寨车站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位于云
南边陲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
州首府蒙自县境内。法式砖
红暖黄的小小联排屋建筑，
单看照片还以为穿越到了上
个世纪的法国小镇，在这个
拂去历史尘埃才能感知它往
昔辉煌的地方感受时空的交
错。这座历经百年的小站，至
今仍然每天迎来送往、发挥
着余力，也是众多旅游者和
摄影家们的绝好去处。

碧色寨车站，占地2平方
公里，现在还保存原貌，整个
车站都属保护范围。碧色寨
车站站房，位于车站北端，东
西向，法国式砖木结构建筑，
红瓦黄墙，一楼一底，通高
11 . 5米，面阔五间2 5 . 5米，
进深1 0 . 2米，站台面阔2 5
米，进深4米，现为昆河线站
房。这个修筑最早、曾经“繁
荣”一时的火车站对研究滇
越铁路和中国铁路发展史具
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火车站位于蒙自县城北
面10公里的草坝镇碧色寨村
山梁上，居犁耙山东麓。宣统
元年(1909年)4月13日滇越
铁路铺轨至碧色寨，建碧色
寨车站。宣统二年(1910年)
滇越铁路全线通车，逐渐繁
荣起来，原为滇越铁路滇段
一大站。民国10年(1921年)

个碧铁路通车，碧色寨成为
换装站，滇南进出口货物都
由碧色寨中转，后成为滇越
铁路与个碧石铁路的换装
站。

从1910年起的30多年时
间里，碧色寨车站一直扮演
着滇越铁路沿线第一大站的
角色。在这30年间，等待运输
出国的大锡、皮毛和大米装
满了仓库，火车的汽笛声、搬
运工的号子声昼夜不停，法、
英、美、德、日本和希腊人接
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设洋
行、酒楼、百货公司、邮政局。
每天有四十余对列车在此经
停，拉人装货，洗车加水，热
闹非凡；美女富商，洋酒咖
啡，错落杂陈。其开放和繁华
程度，在滇南一带首屈一指，
昆明人、越南人艳羡地将其
称作“小巴黎”。

比邻火车站有个小村
庄，它先于火车站存在，原名
叫“坡心”，却因一个法国驻
蒙自的官员发现这里依山面
海的美景，取名“碧色寨”，小
村庄便因火车站而得名，并
与之同名。滇越铁路的开通，
使最初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碧
色寨，成为铁路线上的一个
特等站，迅速成为一个异常
繁忙的中转站及贸易集市，
成为云南进出口贸易的重要
集散地。小山村碧色寨至今
还保存着当初的风貌,吸引
很多游客前去旅游。车站今
为昆河线上的一小站，1987
年12月21日公布为云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
之一，现在荒废破落的碧色
寨像是给世人开了一个法式
浪漫玩笑，掩映在石榴园后
的昔日繁盛早已不再，恍惚
给人一种时空错落的失落
感。红瓦黄墙依旧在风中招
眼，到处沾染着法式气息，诉
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是
在云南人的记忆里，它永远
不会只是个火车站那么简单
和纯粹，它承载着曾经的光
荣与梦想，繁华与辉煌，依然
吸引着很多人前去感受它昔
日的美景和繁华。

穿越时空浪漫的“小巴黎”

中中国国最最早早火火车车站站
——碧碧色色寨寨站站

《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吴淞》

《铁路火车图式》

碧色寨站

废弃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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