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热点

2022年第11期

1891年4月，清政府宣布修筑关东铁路，将之前的津唐铁

路扩展至盛京乃至图们江中俄边境，这是辽西地区筹办铁路之

始。甲午战争前夕，由英商设计的锦县站开始修筑，受战争影

响于六年后修筑完成，此时由于关外铁路尚未全线通车，锦县

站只有在地区内经沟帮子通往营口的铁路，直到辛亥革命前后

才成为连结奉天和北京的中间节点。奉张于1920年前基本统

一东北后，锦州铁路作为奉系有效控制的京奉线一段得到当局

的大力发展。奉系当局在军阀混战情况下将奉山路收入大部不

是充作军费，而是用于支线建设，至“九一八”前夕，锦州铁

路的中心锦州站成为北宁线关外段仅次于沈阳的铁路枢纽，干

线可连接平沈津等北方重要城市，支线深入东蒙热河腹地矿藏

区、连接葫芦岛商港，经沟帮子东达营口、大连。伪满建立

后，锦州地区铁路在客观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与此同时，针

对日伪残酷的殖民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利用特务组织实行的

腐败统治，铁路系统爱国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了

顽强斗争，1948年末，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锦州铁路获得了

新生。锦州铁路历经晚清、奉系、国民政府、日伪统治以及解

放战争数个时期，在近代政局变革的大潮中起起落落，值得深

入探究。

考察锦州地区铁路在抗战爆发前的发展情况有利于丰富锦

州地区的地方史研究，而且有助于补充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薄弱

环节，同时也为今天振兴东北战略中铁路建设和发展提供

借鉴。

一、锦州铁路概况

锦州铁路始建于光绪十九年 （1893），光绪三十三年

（1907）完成山海关至沈阳接轨，由英国人设计，1894至1897

年为官商合办，隶属于中国铁路公司关内外铁路局。1907年关

内外铁路局改称京奉铁路局，东北易帜后称北宁铁路局，于锦

州、山海关设工程处、机车房。至九一八事变前，锦州至北票

煤矿的线路通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该路于10月实行武力接

收，归伪东北交通委员会奉山铁路局管辖。除事变前所设机构

外，日满当局增设铁道监理所、列车区、电气区、检车区、生

计所、警务区。1936年奉山铁路局迁至锦县改称锦县铁路局，

管理锦州地区铁路。为加紧对辽西地区的掠夺，至1939年，

当局先后建成了叶柏寿—赤峰线、锦州—承德支线、新立屯—

义县线、锦州—古北口线，并扩建了锦县站。但这些建设“成

就”与所谓“开发”一样都是从侵略者的殖民需要出发的，这

些建筑中无一不凝结着锦州劳动人民的血汗。

二、锦州铁路与东北近代经济发展

（一）奉系政府统治前

锦州铁路所在的京奉铁路全线建设一波三折。京奉铁路源

于唐胥铁路，至1894年关内段才完工通车。出关铁路受到甲

午战争和英俄在东北地区的博弈影响，前后长达十余年才得以

延伸到奉天城根。而锦州铁路所在的辽西地区铁路由于连接清

代两京，战略地位重要，自建成之日起就受到了英俄的争夺。

锦州地区铁路建成不久，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俄军自营口

登陆，随即进入辽河西侧控制沿线铁路，锦州地区铁路被俄国

占领一直持续到1902年。俄军撤离后又为英国实际控制，成

为养肥伦敦大亨们的吸血管 。英国利用锦州地区京奉铁路干

线和后来大虎山到通辽的支线大通铁路攫夺了锦州腹地北票、

八道壕等地的大量矿产，从日俄手中分了一杯羹。除掠夺物资

外，英国殖民者还对运费进行肆意垄断。入关与出关的运输不

论远近，使用同一高昂运价，严重阻碍辽西地区民族工商业

发展。

从客观来看，锦州地区京奉铁路的通车也与芦汉铁路通车

一起促成了清政府自修铁路的决心，对日后建成京张铁路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奉系政府对铁路的建设与发展

1919年，奉系军阀为获取锦州地区煤矿资源，计划修建京

奉铁路的两条支线——锦 （锦州） 朝 （朝阳） 线、虎 （大虎

山）壕（八道壕）线，几年后先后竣工。两条支线筑成后，极

大地便利了锦州地区北票煤矿、八道壕煤矿的运输，提升了市

场的需求。虎壕线建成后，八道壕煤矿年产量在九一八事变前

达近八万吨，甚至可以与抚顺地区的日本煤矿进行竞争。锦朝

线建成后，北票煤矿的煤于5小时内可由锦州沿京奉线直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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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的铁路建设，始于清末，东北也是近代中国境内铁路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近代东北铁路有三条主

干线路——横贯北满的中东铁路、纵贯南满的南满铁路和通往关内的京奉铁路，经过中国政府和日俄殖民者几十年的建

设，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基本形成了以此三条线路为主体的铁路网，对当时和后来的东北均产生巨大影响。主要研

究对象京奉铁路上的重要地区——锦州地区，并探讨锦州铁路对锦州地区诸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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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东则运至东北各地，煤产量从1924年的6万吨增长到

1930年的51万吨，成为东北民族工业的代表。

东北易帜之后，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政府改组东三省交

通委员会，呼吁进行“东北新建设”，提出了以铁路为血脉、

以自主海港为输出口的路港一体化交通发展策略，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位于锦州西南部的锦西葫芦岛港的建设。1930年，

葫芦岛港开港，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新铁

路网计划，并寄予厚望：“近可以抗衡大连，而致其死命，远

可以控制海参崴，而丧赤俄盘踞中东路之雄心，将来东北之经

济全权，仍操之于我，而无旁落之虞” 。虽然新铁路网由于

东北沦陷未能实现，但是葫芦岛港开港及已完成的部分铁路建

设也为日后锦州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日的葫芦岛港

已成为辽西地区最大港口及中国为数不多的核潜艇军港，至今

在刚去附近仍然立着当年的那块张学良将军的“葫芦岛筑港纪

念碑”以纪念这一事件。

铁路建设为锦州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清朝末

年，由锦州地区输往关内关外的每种不出十万石，而随着奉系

铁路建设日趋成熟，情况得到很大改变。1930年前后，锦县向

关内运出货物，年集散的谷物约六十万石，其中高粱18万石，

占据首位，大豆、小米次之。这些谷物除30%用于本地消费

外，20%由铁路运往营口，30%由铁路或大车运往关内；棉花

二十五万斤，70%运往奉天；麻约四十万斤，其中有十五万斤

运往营口及烟台方面；另外每年有大量来自蒙古的皮毛价值约

六七十万元，多运往天津、营口及哈尔滨。

锦州地区铁路的发展过程中也带动了锦州城市的各项建

设。为解决铁路职工的生活问题，锦州铁路部门在锦县及下辖

各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一批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如

至今仍在使用的锦州铁路医院等。

同时奉系政府为培养铁路人才，于1927年在锦州建立锦

县交通大学，这是锦州乃至东北地区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后来

改名为东北交通大学，作为东北交通领域的最高学府，为日后

的铁路建设培养人才。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四个月，东北交通大

学成为东北军在关外最后的中枢机构。

另外，奉系时期的人口流动由于铁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

化。在奉系经营京奉铁路之前，关内进入关东主要由海路到达

当时东北地区的两大海港——大连、营口再进入内陆，而自冀

北、辽西进入东北腹地的出关者因铁路客运尚未普及往往需要

徒步出关。而自奉系当政之后，为与日俄控制的南满铁路、中

东铁路竞争，多次实行移民减价政策，虽然在奉榆铁路局的列

车先进程度与日俄机车相比差距较大，但也能使铁路与日俄进

行竞争，这也是民国国有铁路进行客运的重要举措。另一方

面，由铁路运送的移民相当数量选择在沿线定居，从事商业、

农业等工作，为当地工业化及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锦州铁路与近代东北政局

（一）初建时期

锦州及其所在的京奉铁路关外段的修筑过程中伴随着日俄

英美等列强及清政府的反复争夺与博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

是锦瑷铁路的归属权的问题。

锦瑷铁路的修筑是清政府在新政时期为发展东北经济，同

时抵制日俄侵略的举措，由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提出。该铁

路纵贯东北西部内陆，自锦州起经小库伦、洮南、齐齐哈尔最

终至黑龙江边的瑷珲。清政府希望利用各列强在东北地区的矛

盾修筑此路，从而维护国家主权，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利权。

锡良寄希望于修筑京奉线关外段的英美等国借款，后遭到日俄

的反对而搁浅，最终该计划未能使清政府从中获利，反而使日

俄联合在一起反对其他列强在东北的权益。

该计划可以从侧面看到，锦州地区在该计划实行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锡良在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上的《密陈借款修筑锦

瑷铁路片》中指出：“此锦州至瑷珲一路，连贯两千余里，内

与并驾齐驱，兼以顾京师右臂；是东省生路只此锦瑷一条，东

省生机只有均权一法......” 。由此可以看到，在当时东北相当

数量的铁路线皆被日俄掌控，锦州地区由于连接关内、辽东及

东北西部内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奉系时期

1918年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即与北京政府时而发

生冲突。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由于京奉铁路基本贯

通，利用铁路会极大提高运输兵员及物资的效率，于是铁路在

军事运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奉系政府也对入关要道辽西地区

的京奉铁路关外段极为重视并进行了充分利用。直皖战争爆发

后，奉系即以重兵保护京奉铁路关外段。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后，张作霖任命亲信张作相为兵站司令，专门负责军事运输，

在奉天设立总兵站，以锦县为主地，并在锦县下辖的沟帮子、

绥中等地设立分站，也可侧面看出锦州地区铁路干线的重

要性。

战争失利后，张作霖率奉军借京奉线退回关外，宣布东三

省自治后，将京奉铁路关外段收归奉系政府所有，设驻锦州沟

帮子的奉榆铁路局进行管理，全部收入归奉天省财政厅。虽然

英国商人仍在京奉铁路攫取利益，但由于奉系政府的苦心经

营，收入每年至少五百万元以上，各种车辆和运输能力反超关

内段。

二次直奉战争时，奉系政府亦对锦州地区铁路的畅通非常

重视。在战前准备中，奉军在锦州、兴城、绥中向山海关一带

的铁路线上增设待避线，并增设供应水及燃料的设备，增加了

京奉线的运力。并且在很多关于这期间战争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经常会出现奉军“沿京奉线”出兵或进发的字样并且常常是两

三条进军线路之一，这样可以看出铁路对当时的军事调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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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另外，日本利用锦州地区铁路对奉系政府进行要挟控制的

事件更是数不胜数，发展有一定起色的、威胁日控南满线利益

的奉山线及发展中的辽西内陆矿山势必引起殖民者注意。比如

东方会议后，日本驻奉领事吉田茂趁张作霖被北伐军击败就要

挟其出卖国家利益，狂妄地提出了“禁止京奉线的中国军列通

过满铁附属地”等封锁辽西铁路的无理要求。这也可作为京奉

线关外段在近代有军事运输作用的旁证。

四、锦州铁路与近代东北工人运动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各项建设较之前均取得相当成

果，这是不能抹杀的成绩，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

表，他们统治期间也对人民运动进行镇压。与北洋时期直系吴

佩孚统治下发生的二七运动一样，锦州地区铁路系统也发生了

由进步人士领导的工人运动。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李大钊等人即为京奉铁路工人运

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大钊作为直隶地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

一，指导邓培等人建立了唐山铁路党支部；而随后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的王尽美也自济南前往山海关领导

秦皇岛等地的铁路、煤矿工人罢工运动。二七惨案发生后，唐

山地区的工人运动领袖将运动骨干派往锦州以保存力量，于

1924年建立了辽宁省第一个党支部——沟帮子党支部，至东北

易帜之前，锦州地区铁路部门的党组织已较为完善。当时奉系

政府的铁路系统是相当腐败的，工人工资极低，并且经常被拖

欠发放，生活相当困苦。东北易帜前后，支部书记欧阳强即领

导党员和工人群众撒传单、贴标语，包围铁路官员办公室要求

增加、补发工资。1930年，遍布锦州铁路下辖大部分车站的北

宁路关外段“花红”斗争爆发，为讨回铁路工人应得的年终红

利“花红”，北宁路关外段的沟帮子、大虎山两站首先罢工，

随后内陆各站纷纷相应，迫使当局做出让步。除此之外，还有

皇姑屯大厂斗争等多次工人运动，均对辽宁甚至东北地区工人

运动开展提供了经验，欧阳强还被派往营口支援当地党组织的

建设。在沟帮子党支部影响下，营口、大虎山、北票、彰武、

通辽等地均建设了铁路党组织，沟帮子作为北宁路的基点也是

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锦州铁路较为完备的发展情况也促进了

当地铁路工人的壮大。

结语

本文对锦州地区铁路起到的作用进行初步探究后，结论

如下：

1.经济发展方面：锦州地区铁路建设对本地区乃至东北皆

有重要作用，从清末的英美日俄各列强争夺、锦瑷铁路计划提

出，再到奉系对辽西内陆及葫芦岛港口的开发，皆与以京奉线

为主干的铁路建设密切相关，这为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

化提供便利。虽然九一八之后饱经战乱困扰，日伪控制的锦州

铁路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2.政治局势方面：锦州地处京畿向东北延展的关键地区，

相对和平的时期，铁路修建会成为各方博弈的关键点，清朝和

奉系政府皆有利用锦州地区铁路与日俄列强周旋的事例，比如

锦瑷铁路计划、京奉线最终收归国有等；而在战争时期，锦州

地区铁路成为作战双方的争夺目标和占领方的关键一点。

3.工人运动方面：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重要

斗争方式，锦州地区由于铁路发展产生了大批铁路工人，自奉

系时期、伪满时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锦州地区的铁路工人也

对中国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东北地区第一个党支

部——沟帮子党支部对地区革命的示范作用、京奉线罢工对大

革命时期全国个人运动的相应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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