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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
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
。
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
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
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
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
，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
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
。
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
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
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
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
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
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
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
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
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
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
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
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
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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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个性。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
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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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科技界的前驱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
他主持建成的京张铁路，开创了中国自建铁路的先河，展现了中国人的创造能力：他一生维护民族权
益，推动了中国铁路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被誉为“为振兴中华而拳拳奋斗的民族志士”。
本书描述了詹天佑赴美留学，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归国献身祖国的铁路和科技事业
，勇于作为、敢于创新，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光辉业绩和心路历程，总结了詹天佑爱国奋进、自强不息
的精神遗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铁路之父>>

作者简介

谢放，四川成都人，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丰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近代人物与思想。
著有《张之洞传》、《中困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合著)、《辛亥革命与叫川社会》(合著)等
书，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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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一、故乡与家世  二、追求新知  三、预备留学第二章 赴美留学  一、第一批留美幼童 
二、在西海汶和新海汶  三、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第三章 海外初归  一、报国无门  二、赴闽改习海军  三
、回粤任博学馆教习第四章 投身铁路事业  一、迟来的机遇  二、初显身手  三、参与修筑关内外铁路  
四、独立筑路的序幕第五章 勘测京张线路  一、时代的选择  二、勘定关沟段线路  三、勘路报告及前
期准备第六章 建成京张铁路  一、完成首段工程  二、打通关沟段隧道  三、订购机车，兴建设施  四、
建立管理制度  五、全线通车，名闻中外第七章 在南北铁道线上  一、调查审定黄河两桥  二、展筑张
绥铁路  三、主持川汉路工  四、从洛潼路到粤汉路第八章 主持修筑汉粤川铁路  一、出任会办和督办  
二、勘定汉粤川线路  三、因地制宜，动工修筑第九章 科技界的前驱  一、交通部首任技监  二、创建
中华工程师学会  三、壮志未酬   四、功在国家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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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童年时代二、追求新知詹天佑作为长子，父母自然对其寄予厚望。
在满6岁那年，父亲送他人私塾读书，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希望他走科举人仕之路。
詹天佑自幼形成了勤奋好学、沉毅深思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私塾所读《四书》、《五经》，
所习八股时文，已经不能激发他的学习热情，而当时传人广州的西洋“奇技”即各种新颖的近代科技
产品，却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每见到洋人或从港、澳归来的中国人带回的洋货、玩具或机械产品，
总是要仔细观察其构造和运作。
希望探究其构造原理和制造方法，还十分爱好收集各种机械零件、齿轮和发条，经常玩弄泥土做的机
器模型，拆装家中的闹钟，表现出了追求新奇和新知的少年本色，是一个有名的“小机器迷”。
少年詹天佑的表现，使父亲渐渐意识到儿子虽然不可能走读书入仕之路，但却有望学会求职谋生的一
技之长，所以对儿子的兴趣爱好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詹兴洪除了操持一些田亩、经营一些小生意外，还代人写信、刻印章、写春联
，以增加收入，贴补家用。
在为人代写书信时，结识了广东香山人谭伯郦。
谭为谋生计，经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对外洋世界有一定了解和认知，他常常从香港带回一些新
式画报给詹天佑阅读，这些画报介绍了许多有关西方经济、科技、历史、文化各方面的新辞谢中，开
始为少年詹天佑开启了一扇接受西学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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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最初即将詹天佑传列入选题，但邀请的作者因故未能履约。
编委会再次讨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作者人选时，考虑到我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和近代人物有一定
研究，希望我来承担这一任务。
当年詹天佑主持修筑川汉铁路曾惠及川人，我作为一位四川人，现在又工作和生活在詹天佑的家乡广
州，似乎没有理由不为研究和宣传詹天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编委会尤其是张荣芳教授、黄明同教授的一再鼓励和督促下，便接受了这一任务。
幸赖海内外学界已经出版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我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史实和富有启发的见解，编委
会的师友又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提纲和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虽力求遵循编委会的要求，希望将此书写得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也试图发掘新的资料，厘清某些
史实，提出一点浅见，但限于个人的学识和水平，书中难免还存在不足和疏漏，尚祈读者特别是詹天
佑研究专家不吝指教。
在此谨向《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参考文献及论著的所有编者和作者、编委会的各位师友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国国家图书馆韩华博士复印并惠赠了有关詹天佑的文集、年谱等重要资料，在此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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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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