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晚点还有一些让人哭笑
不得的原因。

1937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的太太从上海乘车回山东。在上
海北站，车站工作人员照例要检
查包裹。韩太太大怒，立即叫来
铁路管理局局长训斥。局长吓得
浑身哆嗦，一边赔不是，一边命令
火车暂缓开行。

梁实秋有一次陪同某官员坐
车到郑州，行经某地，见风景秀
丽，他不禁称赞：“这地方风景如

画，可惜火车开得太快，一下子就
过去了。”这名官员闻言立即下令
停车，火车竟然真的停了下来。
梁实秋目瞪口呆，连连感叹特权
的可怕。

1937年，陇海铁路曾经因为
晚点闹了个大笑话。那一年蒋介
石坐火车前往西安，陇海铁路管
理局局长钱宗泽随行。一路上，
火车又是暖气管爆裂，又是晚点，
状况不断。随后的宴席上，张学
良等人对火车晚点大发牢骚，钱

宗泽尴尬不已。宴席过后，他闷
气难消，提着枪就跑到了火车
站。到站一看，一趟开往郑州的
普通快车离开车已不到10分钟，
而站台上竟然还站着不少旅客，
甚至连车辆也没有挂好。钱宗泽
一见此景，顿时怒气冲天，蹬脚大
叫，当即拔出手枪站上车头，命令
火车必须正点开行。众人怕他从
车上跌下，百般劝解。这出局长
酒后亲督火车“正点”的闹剧一时
传为笑谈。

高官任性 可随时喊停火车

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
制，一般分为头等车厢、二等车
厢、三等车厢。这三种车厢舒适
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
行 两 种 价 率 ，一 种 是“ 一 二 四
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

二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二
倍，头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
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厢车
票是三等车厢的二倍，头等车厢
车票是三等车厢的三倍。比如
一份 1927 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
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

厢票价 2.5 元，二等车厢票价 5
元，头等车厢票价10元，这是“一
二四制”。

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
车厢票价都比三等车厢贵不少。
再加上头、二等车厢一般附带卧
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

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厢，尤其是
头等车厢，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
受。

民国有调查显示，上世纪30
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为
16.25元。也就是说，如果坐头等
车厢从南京去趟上海，得花去大

半个月工资。郭沫若曾经在一篇
文章提到，自己只坐过三等车
厢，不知道头、二等车厢里究竟
什么样。这篇文章写于 1925年，
此时的郭沫若32岁，已经是名满
天下的大文人。

（桂林）

郭沫若坐不起头等车

在民国坐火车，晚点是家常
便饭的事。

1928年，一名铁路工程师在
长期观察后发现，沪宁铁路每天
开行的火车都要晚点几分钟到
数小时不等。1935 年的平绥铁
路官方统计显示，每趟火车平均
晚点时间为2小时23分钟。

1931 年 1 月，近代著名银行
家陈光甫从北京到郑州，火车晚
点了 4 个小时。一个月后再次
乘坐，火车又晚点了 3 个小时。
过几天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
汉，竟然晚点了整整28个小时，
这回可把他气得够呛：“特别快
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
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
于天下，噫！”（《陈光甫日记》）

由于火车常常晚点，行车时
刻表往往被旅客视为废纸。有
些旅馆推出了替旅客“看车”的
贴心服务，即派一个人专门在车
站盯着，看到火车快进站的时
候，立即跑到旅馆通知客人上

车，避免客人在车站傻等。
火车晚点的原因很多，首先

是设备的陈旧和落后。一趟火
车运行下来，中间经过的车站有
很多。要想准点运行，必须有一
个基本前提—— 各个车站的钟
表时刻必须一致。没错，这个在
现在看来小儿科的事在民国曾
经是个问题。

1935年，陇海铁路曾经做了
一个试验：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核
对一次郑州站与徐州站的钟表
时刻，连续观察 3 天，发现郑州
站比徐州站平均慢 5 分钟。陇
海铁路把这一情况上报国民政
府铁道部，国民政府铁道部立即
采取了对钟表的补救措施。具
体办法是设置标准时钟一座，按
照中央气象台标准时刻设定，以
此为标准，每天通过电台向各铁
路管理局授时一次。各铁路管
理局根据电报，校正车站的钟表
时刻。也就是说，直到1935年全
国火车站的表才达成了一致。除

此之外，涉及设备方面的原因还
有机车老化、枕木朽坏、机件破
损等。

有些晚点原因是铁路工作
人员技术不精、工作懈怠造成
的，如装卸行李包裹速度慢、解
挂车辆不及时、中途加煤上水迟
缓等。

自然因素、突发事件也会影
响铁路的正常运行。在民国坐
火车，中途遇到路断了、桥塌了、
发洪水了、前方着火了之类的事
件时有发生。

还有一个原因出现在上下
车环节。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
入座，旅客为了抢座位，往往争
先恐后往车厢里涌。这就造成
下车的人下不来，上车的人上不
去，火车自然没法开。每个车站
耽误几分钟，累积起来，整趟车
晚点的程度就可想而知。

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专
门发文，规定旅客乘车必须先下
后上。

民国火车晚点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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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原因影响火车运行——

民国火车不准时 高官有权喊停
如今，高铁的开通，其准点率和舒适性备受旅客青睐。
不过，对于民国时期的人们而言，火车不准时乃是家常便饭。此外，民国的火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三

种车厢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在唐朝，若是一个人要回家
过年，得啥价儿？比如，有人要从
北京回到石家庄过年，路程以三
百公里计算，大概得花多少钱？

最贵的，要数坐马车。唐代
的标准速度，马车一天大概走七

十里；标准收费，马负重一百斤，
每走一百里，收费是一百文。虽
然多数人都不止一百斤，但也相
差不远。而且，长途的路费，若是
照每公里的均价，总要比短途便
宜一点。这么算来，要走三百公
里的路程，算上中途的休息时间，
大概得十来天，路费要六百文。
加上这十来天的食宿，起码得准
备一两银子，才算够。

唐代的一两银子，从购买力
上来说，相当于如今的两千多元。

当然，哪怕对历史不了解的
人，看多了影视剧，也知道坐马车

是有钱人的交通方式。所以，若
以最高等级的方式来衡量，两千
元也不算是天价。

而对于多数百姓来说，走水
路是比较合算的方式。水路纵横
交错，无上山下坡之苦，且交通便
利，运费便宜。水路按平均速度
来算的话，一天也能走五十里左
右。这么一来，从北京回到石家
庄，需要近半个月，和坐马车相差
不多。而在费用上，尽管无明确
数据，但根据相近的例子来推测，
若是逆水最多也不超过一百文。
若是顺水，价钱起码还能对折。

这么算来，从水路回家过年，路费
也就相当于如今的三五百块。

参照唐代的工资标准，九品
芝麻官这样最基层的“国家干
部”，月薪不超过半两银子。若要
坐马车回家，恐怕得节衣缩食大
半年。年年如此，为了回家过年，
都得勒紧裤腰带过上大半年的苦
日子，自然不太现实。若是搭船，
区区一两百文，就轻松多了。

唐代的马车，是最高等的交
通方式，大概相当于如今的飞机
了。而坐船，从花费上来说，也
就是相当于如今的坐火车，是多

数百姓会选择的较为实惠的出
行方式。当然，还有另一种方
式，就是搭“11 路”公车，走路回
家。其实，这种方式也较为普
遍，如学子赶考，多数时间就是
坐“11 路”，偶尔才搭船。所以，
若是赶上科举年，学子们都得提
前大半年动身。这么一来，连船
费都可以省了。而根据当时人
的记录，步行的话，平均每天也
能走四五十里，其实和坐船的速
度是差不多的。

可见，在唐代，要赶“春运”，
方式可多着呢！ （羊晚）

唐代的“春运价”：走水路半个月约需一百文

民国时期蚌埠火车站老照片。

民国时期的北平西直门火车站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