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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有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五种。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种运输方式就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客货运量很大，煤炭、矿石等散装低值的货运比重大，人民的收入又偏低，这些客观
条件决定了铁路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也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动
脉。
铁路是各个经济领域现代化生产的基础，没有铁路来完成大运量长距离的运输，厂矿的建设器材、生
产设备、原料和产品的运送就很难实现，国民经济生产就不能进行良性运转。
1912年，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时曾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
母。
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①这从宏观方面强调了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有识之士认识到：“铁路，是沟通文化的血管，是开发富源的先锋，是培植政治力量的利器，是树立
国防策略的首要工具。
”②著名的铁路专家和路史研究专家凌鸿勋指出，在中国近代，“举凡我国社会的转变，思想的醒觉
，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国运的隆替，在在与铁路问题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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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的开创者，被曾鲲化称为“中国铁路元勋”，被张之洞称为“铁路总
裁”。
铁路建设是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期间各国的中心任务。
西方列强不断地要求中国建设铁路，并试图建设通达中国边疆地区的铁路线。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自从铁路知识传入那天起，中国就面临着要不要、如何、由何人、在何地建
设铁路等一系列两难的问题。
西方列强的觊觎、传统观念的束缚、铁路本身的利弊、权力斗争的影响，使得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化。
本书充分利用报刊资料和函电史料，以世界史的眼光，揭示了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艰难起步的历史
环境和历史过程，详细阐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历史贡献和经验教训，分析了李鸿章的铁
路建设思想及其认识水平，对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历史地位作了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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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从兵，1965年生，江苏如皋人，历史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1—2003年，曾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
2004年，调入苏州大学。
出版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等著作4部，在
《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专业进物上发表《太平在国告示刍论》、《太平天
国诏书衙考辨》、《太平天国侯相考》等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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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李鸿章与清廷的态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建筑铁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同意
不同意呢？
首先遭遇列强提出建筑铁路要求的是李鸿章，他的态度如何呢？
1863年，李鸿章首次遇到中国近代史上的铁路问题，他从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防卫心理出发，表示要“
力持定见，多方禁阻，并函致通商各口岸，一体防范”②，拒绝了外国商行建筑铁路的要求。
当时他对于克复苏州，已是成竹在胸，未被洋商们关于苏沪铁路便于镇压太平军的动听言词所打动，
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三国同声请造，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商人。
”③从前述史实来看，确乎如此。
李鸿章就此事明确地通知英、美、法三国领事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
利。
他直率地拒绝居间，把任何属于这一类建议奏报清廷，认为自己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
的责任。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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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是我15年来挥之不去的梦想和愿望。
1991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以此为选题，当时因客观条件和主观学识的限制，有未竟之言者，有言
而未尽者，亦有言之不确者。
毕业后，发表了若干章节的成果，但一直在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留意这方面的动态，稍有所获，
心中窃喜。
由是而不断有所累积，有所思考，有所进益。
恰逢学院出版211工程项目成果，撰著之心而有焉。
于是，清理思路，整理资料，拾遗考订，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凡五月，愚笨如我者亦得以草成斯稿
。
这是我草成斯稿的学源动因。
历史地看，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李鸿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也不难感受到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为旁观者，作为事后人，无论有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无论掌握了多么宏富的历史文献，相对来说
，评判他的是非得失，总是要容易得多。
历史研究如果缺少了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那也会失去相当的理性，甚至有缺失人
性的危险。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揭示李鸿章开创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历史环境，以此让人们了解他所面
临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局面，让人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事业究竟是如何启动起来的。
这是我的硕士论文做得不够的地方。
当然，这本书也许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我的努力方向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果如此，容后有修订之机，再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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