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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唐廷枢在唐 山的实业活动切入
,

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唐廷枢对唐 山近代工矿交通

业兴起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

初步架构 了近代唐山工业体系的雏形
,

促进了近代唐 山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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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唐山的实业活动始于 19 世纪

7 0 年代
,

时值洋务运动后期
。

截止到 90 年代

初
,

他在唐山创建了一批近代企业
,

推动了唐

山近代工矿交通业的兴起
。

主要实业贡献是
:

创建了我国较早的近代煤矿— 开平煤矿
;

修筑了我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

— 唐 (唐

山 )青 (青各庄 )铁路
;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铁路

工厂 一唐青铁路修理厂
;
兴办了我国最早

的水泥工厂
-

-

一 一
唐 山细棉土厂

。

所有这一切
,

初步架构 了近代唐 l
一

白工矿交通业体系的雏

形
,

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唐山的开发
。

一
、

中国第一佳矿

创办开平煤矿
,

是唐廷枢洋务实践的杰

作
,

也是他在唐山开始实业活动的标志
。

18 7 6 年 n 月 3 日
,

唐廷枢奉李鸿章之

命
,

偕同英籍矿师马立师等人
,

亲赴开平
,

勘

察煤铁矿务
,

并向李鸿章屡次条陈
,

从煤质
、

储藏量
、

生产成本
、

利润
、

市场营销等方面
,

对

开 平煤铁详加评析
,

得 出了
“

采办应 有把

握
’ ,
L飞〕̀ ’” “ 2 3 ’

的结论
。

李鸿章大加赞赏
,

令唐廷

枢赶紧设法筹办
。

1 8 7 8 年 7 月
,

开平矿务局

在开平镇正式开局
,

唐廷枢担任该局总办
。

唐

廷枢任内开凿 了两处矿井
,

一为唐山矿
,

它是

于 1 8 7 9 年 2 月在英籍矿师白内特的主持下
,

采取西方的矿井技术开凿的
,

1 88 1 年秋正式

出煤
;
二是林西矿

,

1 8 8 7 年冬开始兴建
,

1 8 8 9

年开始 出煤
,

1 8 9 2 年正式投产
,

也采用 了西

法开矿
。

这样
,

唐廷枢采用西方的建矿模式和

技术
,

按一定的开发程序和开拓方式
,

创建 了

开平煤矿
。

它的建成
,

使我国的煤矿开采在凿

井
、

开拓
、

掘进
、

采煤
、

通风等方面
,

形成 了比

较完整的工艺系统
,

在提升
、

排水
、

通风关键

环节上实现了机器生产
,

并在一定程度上扩

大 了开采的深度和广度
,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发展
。

《益

闻录 》曾盛赞开平煤矿
“

深大 而坚牢
,

出煤之

多
,

速而省工
,

诚中国第一佳矿也
” 。

[`二`’缺
’

不仅如此
,

唐廷枢还通过对开平煤矿的

有效经营
,

赢得了
“

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平煤

矿耳
”
川的盛誉

。

下页的表 1 和表 2 反映的是

开平煤矿的生产和效益情况
:

表 1 反映
,

从 1 8 81 年出煤开始
,

煤产量

一路直上
,

从 18 81 年的不足 2 千吨到 1 8 9 2

年的 2 5 万 吨
,

产量增长了 1 5 0 倍
。

1 8 8 7 年
,

收稿日期
: l t)9 9

一

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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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林西矿
,

1 8 8 9 年开始出煤
,

产量 日增
,

表

明开平煤矿从全局上看生产不断扩大
。

生产

的扩大从另一侧面表明煤炭的旺销
。

由于产
、

销两 旺
,

矿局赢得 了可观的利 润
。

据 统计
,

18 8 2一 1 8 8 4 年
,

矿局收人 3 2 万两
,

1 8 8 5 年和

1 8 8 6 年分别获纯利 7 万两和 1 5 万两
。

[` 〕̀ p ,` , ,

表 1 开平煤矿的产最 ( 2 5 5 1一 1 5 9 2 ) [ 3」

单位
:

吨

年 别 产 量

18 8 1 1 66 3

38 38 3

7 5 3 1 7

1 2 6 4 7 1

1 8 7 0 3 9

1 8 7 3 1 4

2 2 4 7 0 5

2 4 1 13 6

2 47 8 6 7

(此 三年的平均产量大概
是… … 2 52 5 3 8 吨 )

表 2 开平矿务局利润 ( 2 5 5 5~ 1 5 9 2 ) [̀ 〕` p , ` ,一 , ` 8 ,

单位
:

银两

年别

18 8 8

18 8 9

提取官利

6 4 6 7 6
.

0 0

76 4 6 3
.

0 0

10 4 3 6 3
.

1 6

13 5 2 6 2
.

4 3 5

14 0 9 1 8
.

7 4 4

5 2 1 6 8 3
.

3 3 9

净利 利润总额

1 4 4 0 4 5
.

38 8 2 0 8 7 2 1
.

3 88

1 1 2 24 7
.

0 3 9 1 8 8 7 10
.

0 3 9

64 94 8
.

5 3 0 1 6 93 11
.

6 9 0

1 53 5 7 3
.

4 6 3 2 88 8 3 5
.

8 9 8

15 0 4 1
.

1 6 4 15 5 9 5 9
.

9 0 8

4 8 9 8 5 5
.

5 8 4 1 0 1 1 5 3 8
.

9 2 3

办煤矿企业中经营得最有成效的一个
。

时人

评论说
: “

年来察请开矿者颇不乏人
,

独数开

平煤矿办有成效
。 ”
囚

总之
,

不论是从西法开矿还是从有效经

营方面 讲
,

开平 煤矿都不愧 为
“

中国第 一佳

矿
”

的美誉
,

而唐廷枢正是这一佳矿的创办者

和经营者
。

《捷报 》对他称赞有加
,

认为
“

在 中

国的股份制公司中
,

不管是矿业还是其他企

业
,

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能取得 (象唐廷枢 )

这样的成就
” 。

叫 ` P l万地 ’ “
中国第一佳矿

”
的美誉

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

二
、

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一 唐青铁

路
,

是伴随着开平煤矿的创建而诞生的
。

唐廷枢办矿伊始
,

就强调铁路对于煤矿

的重要意义
。

他在历次条陈中尖锐指出
: “

欲

使开平之煤大行
,

… … 苟非由铁路运煤
,

诚恐

终 难振作也
。 ” 〔̀ j(P

6
20)

“

自筑铁路方 可大 见利

益
” ,

川甲心
’ “

若有 铁 路 运 煤
,

便 可 多 开 一

井
” 。

lj[ (P 62 7)
他 的 结 论 是

` .

开 煤必 须 筑 铁

路
, , , 〔 ,」p 6 2“ `

煤矿铁路一齐开办
” 。 L̀ 」̀ p 6之下 ’

基于

这种办矿思想
,

唐廷枢在 1 8 7 6 年筹办开平矿

务局时
,

就主张修筑一条从开平到涧河的百

里铁路
,

但因顽固势力的阻挠
,

铁路计划被迫

搁浅
。

然而
,

唐廷枢终不灰心
,

于 1 8 7 7 年向李

鸿章提出了他修正后的铁路计划
,

即修筑唐

山矿区至芦台的铁路
,

但这一计划又遭顽 固

势力的封杀
。

在这种情况下
,

唐廷枢被迫开拓

水路运输
。 “

开河一道
,

取名
`

煤河
’ ,

由芦台向

东北
,

直抵丰润属之 青各庄
” 。

nLJ
` P` 9 9 ’

由 J
二

青

各庄至唐山矿区一段地势陡峻
,

不宜开河
,

唐

廷枢于 1 8 8 0 年 10 月向李鸿章建议修建轻便

铁路
, “

由该庄 (肯各庄 ) 之东北筑快车路一

条
,

直抵煤厂
” ,

困 (” , 9 9 ,

这条
“

快车路
” ,

就是后

来载誉中国铁路史的唐青铁路
。

188 1 年 6 月
,

唐青铁路开工修建
,

1 1 月

告竣通车 (关于修建和告竣时间尚有分歧
,

此

处采取该路工程师金达著《中国北方铁路 与

9(J9192计1818比八曰

表 2 反映 了 1 8 8 8一 1 8 9 2 年所获利润的

稳定性
。

5 年的利润总计达 100 万两之 巨
,

平

均每年利润达到 20 万两
。

其中
,

净利总计近

5 0 万两
,

平均每年近 10 万两
,

为企业的发展

积累了资金
。

官利总计达 50 多万两
,

平均每

年 10 万多两
,

股东得到了丰厚的股息 回报
,

开平煤矿也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十几家官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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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 》之说 )
,

全长 16
.

04 华里 ( 关于长度
,

说

法不一
,

此处亦采用金达之说 )
,

占地 194
.

35

亩
,

路基宽 15
.

23 米
,

采用国际标准轨距 4 英

尺 8 英寸半 (1
.

4 35 米 )
,

最大斜度为百比一
。

在使用轨距方面
,

唐廷枢曾一度处在矛盾状

态
,

一方面他碍于财力紧张
,

试图将轨距
“

从

标准距离 (4 叹 8 时半 ) 缩减为 30 时
” ,

即拟

采用 2 英尺 6 英寸的轨距
; 一方面又惧于

“

淞

沪铁路在这方面 (指曾使用 2 英尺 6 英寸的

窄轨 距 一 笔者注 ) 已造成一 个不 幸的先

例
” ,

口 ` P ` 2` ’

经过填密思考
、

研讨论证
,

他终于

还是坚定地采纳了总工程师金达的建议
,

即

使用国际标准轨距
,

也由此掀开了中国铁路

史的新篇章
。

此后
,

这一轨距长度
,

遂成为我

国铁路轨距定制
,

沿用至今
。

1 8 8 6 年
,

开平矿务局商董上书李鸿章
,

要求把铁路从青各庄展筑至阎庄
。

李鸿章准

奏
,

并成立了由伍廷芳任总理
、

唐廷枢任经理

的开平铁路公司
,

随即收买唐青铁路
。

从此
,

唐青铁路脱离开平矿务局
,

实行路矿分营
。

唐

阎铁路于 1 8 8 7 年通车
。

不久
,

由海军衙门奏

请清廷批准
,

修造阎庄到大沽的铁路
,

仍由开

平铁路公司承建
。

接着续修津沽铁路
,

18 88

年津唐铁路全线贯通
。

开平铁路公司也改组

为天津铁路公司 (又称中国铁路公司 )
。

1 8 90

年铁路向东延伸至古冶
,

连通林西矿
。

此后
,

铁路向东展筑 至山海关乃至奉天皇姑屯
,

向

西展筑至北京
,

这样
,

就建成了京奉铁路
,

而

唐青铁路则成为这一
“

巨大的铁路系统中的

一段
” 。

[下」“ ” 2 5 ,

不难看出
,

这一 巨大 的铁路系统根基于

唐青铁路的发韧
,

根基于标准轨距的采用
,

根

基于唐廷枢的远见卓识
。

徐润说
: “

唐君诚为

明见远识之人
” ,

川
`9P , 3 ’

可谓一语中的
。

三
、

中国第一个铁路工厂

188 1 年
,

在唐骨铁路开工建设之际
,

唐

廷枢创办了唐青铁路修理厂
,

这是我国最早

的铁路工厂
,

今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前身
。

修理厂的基本任务是修造煤车和修理机

车
。

建厂初期
,

它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

机车
。

这台机车在唐廷枢的主持下
,

由工程师

金达同中国工人一道于 1 8 8 1 年完成
。

机车 高

约 3 米
,

宽 2
.

5 米
,

重约 10 吨
,

牵引能力 1()()

多吨
,

时速 5 0 0 0 米
。

有三对动轮
,

每个动轮的

直径是 2 英尺 6 英寸
。

没有导轮和从轮
。

虽

然结构比较简单
,

牵引能力也小
,

但主要构造

和外形已接近现代机车
。

英人 白内特 (时任开

平矿务局总工程师 ) 的夫人仿照乔治
·

斯蒂

文森制造的
“

火箭号
”

蒸汽机车的前例
,

把它

命名为
“

中国火箭
”
( R o e k e t o f C h l n a )

。

但制

造机车的中国工人
,

却在机车的两侧各镶上

一条黄铜镌刻的飞龙
,

称之为
“

龙 号
”

机车
。

“

龙号
”
机车的建造

,

表现 了中国工 人阶级的

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创造力
,

同时
,

也凝结了唐

廷枢的辛勤汗水
。

《捷报 ))t 口是说
: “

火箭
”

号火

车头
, “

是直隶总督
、

矿局总办 (指唐廷枢

笔者注 )和总工程师金达的合作的产品
,

至于

每人贡献多寡
,

则一言难尽
” 。

川
` P 6易2 ’

“

龙号
”

机车 的上轨运 行
,

标志着在 我国

的铁路上开始 了行驶机车 的历史
,

与畜力运

输相比
,

其运力陡增 10 倍
。

但顽固势力却连

奏弹勃
,

攻击机车行驶
“

震 动东陵
” , “

喷 出黑

烟
,

有伤禾稼
” 。

川 (P 131
’

不久
,

机 车被勒令 禁

驶
。

唐廷枢力谋疏通筹划
,

并于 18 8 2 年 6 月
,

邀请一批官吏乘坐由火车机车牵引的车辆
,

用以证明机车的效率
、

安全和可靠
。

之后
,

清

政府默认了机车的行驶
,

与此同时
,

修理厂还

制造货车和客车
。

下页的表 3 勾勒 了修理厂

制造货车和客车的基本轮廓
。

表 3 反映
,

修理 厂在建厂当年就开始制

造货车
,

但从 1 8 81 年到 1 8 8 6 年的生产趋势

上看
,

生产量并不大
。

这受技术
、

原料
、

需求等

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

从 1 8 8 3 年起
,

修理厂开

始制造客车
,

也是这几年制造的唯一一辆客

车
,

这说明修理厂的指导思想是重货轻客
·

这

也恰恰符合创办修理 厂的初衷
,

即使这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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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也是仅供矿局的官员使用的
,

并未投人以

赢利为目的的营运
。

表 3 修理厂制造的货客车数量 ( 1 88 1一

1 8 8 6 ) :
9」f p 卜

一

2 )

单位
:

辆

年别 18 8 1 1 8 8 2 1 8 83 18 8 1 18 8 5 18 8 6

货车 13 12
-
一 一 一 5

客车
- 一 1 一

注
: 188 4 年更名为唐山修车厂

。

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
,

修理厂厂地

不敷应用
,

18 8 4 年
,

矿局在唐 山西马路占地

4。 多亩
,

把修理厂从骨各庄迁至唐山
,

并更

名为唐山修车厂
。

厂 内设机器厂
、

修车场
、

火

车房
、

翻砂厂等
.

工人增至五六百名
,

初步形

成 了具有一定生产能力
、

规模粗备的近代铁

路工厂
。

188 6 年
,

唐山修车厂被开平铁路公

司收买
,

实行厂矿分营
。

1 8 8 7 年后
,

修车厂建

起镐车楼
、

花车房
、

打铁房
、

补锅房
、

锯木场等

场房
,

小型机床达到 20 多台
,

还添置蒸汽锤
、

元锯
、

压刨等设备
,

并开始使用蒸汽动力
,

使

修车厂更具近代色彩
。

以后随着铁路的延伸
,

修车厂 日益发展
,

1 8 9 9 年
,

在铁道南购地 5 00

亩
,

另建新厂
,

俗称南厂
,

1 9 0 3 年迁人
。

1 9 0 7

年更名为京奉铁路唐 山制造厂
,

并发展成为

全国规模 最大
、

技术力量最强
、

唯一能制造
、

修理各种机车
、

客车和货车的铁路工厂
。

唐青铁路修理厂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谱

写 了自己制造机车车辆的光辉篇章
。

如果说

它是中国铁路机车车辆的摇篮
,

那么
,

唐廷枢

就是这个摇篮的编织者
。

他的奠基之功
,

在中

国机械工业史上熠熠生辉
。

四
、

中国第一个水泥厂

中国第一个水泥厂
- -

一唐山细棉土厂
,

生产 了中国第一桶水泥
。

洋务运动后期
,

由于

军事工业和民间工业发展较快
,

致使水泥需

求量 日增
。

而当时国内使用的水泥却全部依

赖进 口
,

价格 昂贵
。 “

公家建筑
,

购用外来洋

灰
,

每桶价至 20 元之巨
” 。

为满足国内对水泥

的需求
,

唐廷枢于 1 8 8 9 年毅然创办 了唐山细

棉土厂
,

今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前身
。

早在开办开平矿务时
,

唐廷枢就 了解到

唐山的灰石可用作制细棉土 的原料这一情

况
,

但对当时尚无起色的开平矿务局来说
,

无

力拿出资金去支持这项事业
,

所以
,

唐廷枢暂

时把这一建厂计划搁置起来
。

但他并没有放

弃行动
,

这期间
,

他调查走访
,

深人研究
,

收取

样品
,

反复实验
,

并请英国细棉土化学师施礼

达炼验
, “

搜求讨论
, 一

卜载于兹
” ,

直到 80 年代

后半期开平矿务办有成效之时
,

他才终成夙

愿
。

1 8 8 9 年 12 月
,

他把多年的调研结果及筹

股设想向李鸿章作了汇报
。

李鸿章指派他筹

办细棉土厂
,

并要求他
“

迅速妥议章程
,

克期

开办
,

以资应用
” 。

于是
,

唐廷枢开始 了建厂的

正式运作
。

水泥原料主要是石灰石和粘土
。

唐

廷枢决定使用唐山的灰 石和广东 香山的泥

土
,

因为二者
“

合炼制造细棉土为极 佳
,

已无

疑义
” 。

在资本来源上
,

由军械局各局
、

开平矿

务局和广东香山地主各出 2 万两白银
。

在成

本核算和销售方面
,

所有石
、

泥
、

焦炭价值
,

均

按成本实报实销
;
香山泥土的运输

,

由矿局赴

香港的运煤船转至澳门
,

顺便捎回
,

船费从廉

核算
;细棉土厂按

“

生意办法
”

办事
;
造成的细

棉土
, “

先尽军械所官用
,

提取其盈余
,

再行发

售民间销用
” 。

该厂聘请英籍工程师芬奇主管

技术工作
,

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化学师
。

在他的

主 持 下
,

工 厂
“

制 成 了品 质 很 好 的 水

泥
’ , ,

困
( P Z` “ ,

而且
,

在数量和成本方面也
. `

都很

令人满意
” ,

日产量近 30 吨
, “

如果经营得好
,

该厂可获 30 % 的纯利
,

足 以支付一切开销并

能为股东分付 1 0% 的股息
” 。
仁̀」̀ P S“ “ )

1 8 9 2 年
,

唐廷枢逝世后
,

继任者张翼不学无术
,

无心经

营
,

遂于 1 8 9 3 年报歇停 l淘
。

1 9 0 0 年
,

时任开

平矿务局总办的周学熙重办该厂
,

旋即八 国

联军侵华
,

细棉土厂为英人骗占
。

1 9 0 6 年
,

周

学熙把该厂从英人手 中赎 回自办
,

改称唐山

洋灰公司
。

1 9 0 7 年
,

正式定名为启新洋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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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有限公司
,

随 即发展成 为
“

中国境内最大 来与唐廷枢联系起来
。

有书云
:

唐山
“

初称为

的
,

而且也是最好的水泥工厂
” 。

闭 (1P 07 8)
广东村

,

不过一荒村耳
,

有唐氏者
,

始发现此

五
、

结论 煤
,

后遂称为唐山
” 。

10[ 卿 3)
关于唐山地名的由

唐廷枢在唐山的实业活动
,

启动了唐山 来
,

说法不一
。

至于此说
,

姑不论其信度几何
,

近代工矿交通业发展的行程
,

使唐山在能源
、

但从中我们可以深切体味到唐山与唐廷枢的

建材
、

交通运输和机车车辆制造等方面得到 历史渊源
,

解读出唐廷枢
-

一作为一名广东

了初步的开发
,

从而为唐山近代工矿交通业 人
-

一 拓荒近代唐山的深刻内涵
。

唐廷枢在

体系的形成铺平
一

了道路
。

同时
,

它也使昔 日 唐山创棒辟莽
,

披荆斩棘
,

成为开发近代唐山
“

烟户抵十八家
”

的小荒村热闹起来
,

并由此 的前驱先路
,

成为光耀唐山近代工矿交通业

扩展开来
,

极大地推动了唐山城市的兴起及 历史的第一人
。

他的竿路开 山之功
,

永远为唐

其城市化的进程
。

难怪有人把唐山地名的由 山人民所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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