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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是一个涵盖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民俗、建筑、宗教、艺术等博大精深的
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精髓的重要载体，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因而客家研究得到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
诸多学科的青睐，在海内外受到高度重视。
粤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之誉，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故园圣地，保存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具有开
展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嘉应学院地处梅州市，依托客家文化资源优势，将客家研究作为学院主要科研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
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客家研究院。
客家研究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和国内外
同行的热情关心。
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
1990年1月，遵照叶选平、黄华华等领导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嘉应大学客家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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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从张振勋参与晚清铁路建设的角度，大量发拙原始史料，并作了大量严谨细致的历史学考证工
作，重新展现了张振勋几乎“被遗忘”的铁路建设史。
本书还以铁路建设为线索，力图重现张振勋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以揭示他崇高的救国理想和伟大的
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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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明枢，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
1976年—1987年在五华县横陂镇读小学、中学；1987年7月—1991年7月在汕头大学历史系学习；1991
年7月至今在广东省嘉应学院政法系任教。
其间，1993年—199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课程；1998年—1999年在华南师范大
学政法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班学习；2005年—200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获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硕士学位。
现为嘉应学院副教授，主要担任历史课程的教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集中于近现代客家华
侨、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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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术史与本课题的任务、方法对张振勋的研究从他去世后便已经开始，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未
能深入，尽管在许多有关的研究中都会提及他。
查到进入21世纪后，对他的研究才开始升温。
当前，对张振勋的研究首先必须在材料的收集、整理与论证的基础上，理清他的人生线索，将他从传
奇人物转变为历史人物。
本章首先回顾有关张振勋研究特别是有关他参与晚清铁路建设的研究情况，进而对于张振勋研究及其
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一、研究历程：正处于升温过程中张振勋去世不久，作为他的“旧交”、“兰谊”和“道侣”，郑官
应撰写了《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一文，这篇简略的传记可说是对于张振勋的最初研究。
此文叙述了张振勋一生的事功，突出强调了他的经济成就：“外国商报论中国实业大家有毅力而成绩
昭著者独推张君焉。
”后来的张振勋研究者大多引用此文，但此文对于张振勋参与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记载不多，仅仅提
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即西历一八九六年，奉故大学士李文忠公委办大清银行。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即西历一八九九年奉调回华随办商务，明年辛丑奉委督办顺直赈捐。
壬寅兼办河南郑工赈捐，复委总办佛山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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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扩展，更恰切地说，这是我在中山大学两年（2005年9月__2007年7月）学
习的初步成果。
这两年多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常常感到非常地疲累，却也是非常地充实，值得回味。
所有的研究之所以会开始皆源于研究者本人的生活。
我出生于一个客家山村，并在客家完成了中小学学业，后来考上汕头大学，开始真正接触到客家之外
的世界。
在汕头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黄绮文老师的华侨史、杜经国老师关于潮汕文化的课程让我感受到了粤
东社会文化的内在意义和特征。
后来，在赵春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黄遵宪作为学士学位论文的题目，黄遵宪作为一位客家名人，让
我感受到客家人的风采。
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客家的嘉应学院从事教育工作，从此更是与客家历史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为什么选择张振勋作为研究对象？
简单说来，这是一个工作于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去研究客家先贤。
史学研究应源于生活，又回到生活中。
生活于客家地区，为客家服务是必要的。
嘉应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植根侨乡，扎根山区，弘扬客家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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