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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天工】 

京城那条“樱木花道”的前世今生 

郭 静 

京城北面通往延庆青龙桥火车站，有一条最美铁路，每逢春季，两侧樱花烂

漫，人称“樱木花道”。 

 
  北京居庸关樱花花海                 列车穿过“樱木花道” 

这条铁路也是个老物件儿，它的身世还得从一百多年前一条皇家旅游铁路专

线说起。 

---------------- 皇家专线 | 用心良苦的铁路推广 ---------------- 

很多人都不知道，曾有一条 1500 米长的铁路横跨今天的北海大桥，连接着

北海和中南海，那是晚清昙花一现的皇家专线。 

 

 紫光阁铁路上的一节车厢  

对于火车这种自带怪兽之躯和巨大声响的舶来之物，最初的大清子民是拒绝

的。1865 年英国人杜兰德在京城永宁门外修筑了一条小铁路，官员民众“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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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慈禧也觉得洋人在国内修铁路是居心

叵测，下令将其拆除。再看看十几年后最早通车运营的吴淞铁路，清政府宁愿赔

款 28 万 5 千两白银给英商，也要坚持把这段铁路拆毁。“你们洋人能建，我们大

清能拆”成了此后清政府处理铁路问题的一个固定模式。 

然而执着的铁路推广家李鸿章并没有放弃。他想，如果能在统治者的潜意识

里植入“坐火车，挺好”的观念，在全国推广铁路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于是李鸿章拉来法国人友情赞助的六节豪华火车厢，在西苑三海建筑了第一

条皇家专线——紫金阁铁路，并用各种方法吸引慈禧乘坐。成功的是，慈禧迅速

为小火车所倾倒，每天都要坐着往返于北海和中南海。不过，还没能完全接受新

事物的慈禧觉得蒸汽机车动静太大，会破坏皇城“龙气”，故火车不用机车牵引，

而是“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 

 

 《乾隆京城全图》（1750 年） 

---------------- 铁路三雄 | 正阳门历史性会面 ----------------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挟光绪仓皇逃至西安。至 1901 年《辛丑条约》

签订，才终于放心回京。返回的一路车马劳顿，到河北保定时，全国铁路督办大

臣袁世凯为慈禧准备了一辆豪华列车返京。这次可是真正的蒸汽机车牵引。 

从西安到保定，用了三个月；从保定到北京，用了三小时。没有对比就没有

伤害，正是这次经历扭转了慈禧以至清政府对铁路建设的冷漠态度。慈禧向大臣

们发布上谕，让他们开会研究下车马运输方式的变通改革之法。不久，慈禧有赴

西陵祭祖的念头，袁世凯适宜地提出不如修条直达西陵的铁路，让太后坐火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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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高兴地将此事交给袁世凯，要求在第二年清明节也就是六个月内完成。

时间紧迫，袁世凯却被聘请英国还是法国工程师的难题纠缠了俩月毫无进展。焦

虑万分的袁世凯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袁世凯忽地想起了一个人—— 

是的，核心男主角终于要登场了。 

1872 年 12岁的他背井离乡赴美留学，从旧金山登上火车一路坐到纽约；1878

年以高中全校第二的成绩考上耶鲁大学理工学院铁路工程专业。旅美的九年生活

让他深知古老封闭的晚清和工业发达、铁路纵横的美国差距之大。而作为大清首

批官派海归学霸，他以坚强的意志

力挽狂澜，以实力改写了晚清铁路

的颓靡面貌。 

他就是将一生奉献给中国铁

路事业的詹天佑先生。 

最开始时，由于中国铁路业受

制于洋人，从美国毕业回国的詹天

佑一身才华无可施展，甚至都没能

进入到铁路建设的核心圈子。直到

1902 年底，袁世凯的一封调令让

他快马加鞭赶回了北京。 

此时的袁世凯确实是个荐才功臣。他大胆任命詹天佑出任“祭祖专线”新易

铁路总工程师。詹不负众望，仅用四个月完工，建成了完全由中国出经费、中国

工程师主持的第一条中国近代铁路。 

1903 年清明节后，铁路圈三大风云人物终于在正阳门聚首。在袁世凯的引

荐下，慈禧对詹天佑欣赏有加。会面更大的意义在于传达了一种信息：大清已有

如詹天佑这样杰出的工程人才，不比洋人差。大清已有能力自主建立铁路了。 

当时的詹天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信息促成了两年后一个完全改写他个人

人生甚至中国铁路历史的机会。 

 詹天佑赴东北出席铁路会议前留影（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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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张铁路 | 终成举世瞩目之奇迹 ---------------- 

1904 年袁世凯提出了一个浩大工程：修建京张铁路。慈禧自然同意，但表

明没有能力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袁世凯想动用存在汇丰银行的保障金，却招致英

俄两国都来争夺筑路权。清政府见此情形，只能咬牙宣布：京张铁路，我们自己

建，不启用洋工程师。 

英俄都以为清政府在开玩笑：中国能造此路之工程师，尚未诞生吧？ 

确实，北京与张家口之间横亘着太行山脉，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八达岭与

南口相距 20 公里，海拔差竟达到了 600 米。让火车爬上 600 米高度的斜坡，需

穿越 1000 多米长的隧道，难度可想而知。 

顶着双重压力，袁世凯再次聘请詹天佑为总工程师。此时距离詹天佑回国已

经整整 24 年了。他郑重接下了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前往青

龙桥勘测，最终选定了丰台—南口—青龙桥关沟—张家口三段式修建方案，并在

难度最大、危险最多的第二段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字形”岔道。 

 

 《西直门过车道口栅门》工程中段起点站 

 

《青龙桥车站西上下火车同时开行由南望景》，

著名的人字形铁路  

1905-1909，京张铁路用了四年时间建成并通车。这是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

人和技术，自主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其工程难度前所未有，为世界罕见。 

之后的十年里，詹天佑往返于南北各大铁路线，为铁路网的建设操劳奔波。

他严谨认真，为保证工程质量，凡事都亲力亲为。可惜很多铁路未及联通，国难

却已接连再三。1919 年 4 月 24 日，58 岁的詹天佑积劳成疾病逝于汉口。抱病期

间他再登长城，留下一段话：“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

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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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的纪念馆位于八达岭长城脚下，就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樱木花道”上。

每天注视着自己设计的铁路上跑着现代化的列车，也是很安慰的一件事吧。 

京张铁路工程已是百年前之事，物虽犹在，人事已非。好在，整个京张铁路

工程都被当时的摄影师记录了下来，得以让我们回顾这段辉煌往事。1909 年上

海同生照相馆发行了《京张路工撮影》，收录了桥梁、隧道、车站、机车、工程 

人员和通车典礼等珍贵的老照片。现

藏于国家图书馆。刚才的西直门和青

龙桥照片就是这一系列。 

虽然原版影集不卖，但我们有绝

对现场的明信片。手握这样一套明信

片，是不是乘坐火车时就可以好好显

摆一下渊博的知识与满满的爱国心了

呢？ 

  青龙桥车站詹天佑铜像  

 

【好物介绍】 

京张路工明信片 尺寸 14×10cm，共 16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