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最惹人注目而感到最有趣的，

莫过于那条有动感美的圆环火车轨

上行车的运转……由一个司机坐在

一座迷你型的小火车头上， 开动着

机器、鸣放着汽笛，在不断的呜呜声

中， 周而复始地飞驰过若干站台和

平交道， 酷似儿童乐园中所玩的玩

具火车一样。 ” 您也许很难想象，这

段文字描述的场景， 居然发生在百

年前的交通博物馆。

交通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一座

专题型博物馆。 民国初年，京汉铁路

局一位徐姓秘书长在铁路协会的一

次会议上提出， 创建一座交通博物

馆。 这个颇具远见的主意，很快被交

通次长叶恭绰写成报告， 得到交通

总长朱启钤的认同， 被交通部提上

日程，并拨下一笔两万元（一说两万

美元）的款项。

筹办博物馆的任务， 落在时任

交通部技正华南圭肩上。 华南圭毕

业于巴黎公益工程大学， 后在法国

和比利时的铁路一线工作了一年

多， 回到北京后担任交通部高级技

术官员。 他的孙女华新民介绍，华南

圭还有一个身份———交通传习所的

“自任教务长” 。 所谓“自任” ，即并

非被上级委任，而是“看到传习所没

有铁路技术知识的课程， 就向部里

建议增加，部里同意后，他就在这里

创办了土木科并自任教务长。 ”

交通传习所即今日北京交通大

学的前身，坐落于府右街以西、李阁

老胡同东端以南， 整个校区就在当

时交通部办公的后院。 在这里讲授

课程之余， 华南圭编写了一套大部

头的中文教材 《铁路》———这是我

国最早的现代土木工程中文教材。

为了方便学生 “加以事实经验之训

练” ，他还在传习所开办了一个展示

铁路实物的陈列室。

这与交通部创办交通博物馆的

计划不谋而合。 于是，面向学生的陈

列室扩展成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

华南圭顺理成章地成为博物馆筹办

主力和首任馆长。

1913 年 7 月 14 日，交通部委任

华南圭为博物馆筹备处主任。 华南

圭四处奔波，考察商酌，委托制作各

种模型物品。 在他的努力下，京汉铁

路车间制作的黄河大桥模型、 山海

关造桥厂制造的转桥模型、 汉阳钢

铁厂平常生产的十种不同制式的钢

轨，都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此外，

华南圭还亲自绘制若干图纸， 包括

一个现代造型的中央车站、 一个用

来刹车的机械制动装置等， 让机械

师据此制造模型。 博物馆的两万元

筹备资金，只动用了八千元。 但截至

1917 年，陈列品已多达 3000 余件。

1914 年 10 月 10 日， 位于交通

传习所内的交通博物馆正式向公众

开放。

同年 11 月，铁路协会会报上登

载了一篇名为 《交通博物馆参观

记》的文章，文中写道，自从听说交

通博物馆开幕， 会报记者非常想去

参观，从友人处得到了参观券，便赴

李阁老胡同参观。 到馆门前，记者

看到馆门“颇壮丽” ，门额上有“铁

路” 字样。 馆内展品丰富，有“颇精

致类似照片” 的机车全形油画和唐

山制造厂油画，有铁路货运价格比

较表、营业一览表等表格 ，有行李

秤、轧票机等实物，还设有游人休

息室。

博物馆还引起外国人的关注。

当时在北京发行的一份法文周刊

《北京政闻报》 赞叹道：“这座博物

馆是一项创举。 ” 博物馆由六个厅和

一个走廊组成，“左手是一个大厅，

展示的是轨道和工程构件， 也是最

令人长见识的厅。 ” 本文开头提到的

能够燃煤行驶的小火车头和环形铁

轨模型， 就在这个厅内展出，“轨道

筑在砾石上， 同时有铁路上惯常能

遇见的各种复杂情况：坡道、桥梁、

隧道。 ”

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当属中

国第一辆蒸汽火车头———“龙号”

机车的实物。 1881 年在修建唐胥铁

路时，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

达悄悄设计并主持制造了这台机

车，他的夫人将机车命名为“中国火

箭号（Rocket� of� China）” 。 不过，

由于机车两侧各镶嵌了一条金属刻

制的龙， 中国人更习惯称它为 “龙

号” 机车。“龙号” 机车的运行，拉响

了中国近代工业铁路运输的第一声

汽笛。

1915 年， 美国举行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博览会， 中国参展的交通类

展品， 即由华南圭在博物馆陈列品

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准备。 这是中国

铁路工业第一次走出国门，最终，各

种大桥涵洞等参展品获得大奖章 1

枚、名誉优秀奖章 2 枚、银奖 8 枚。

此后，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增加，

到 1928 年，藏品总数已近万件。

可惜，1937 年， 北平沦陷后，交

通博物馆和它所在的美丽校园 （已

改名为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

院）都被日寇占用。 抗战胜利后，学

校复员， 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散失

不见，仅回收到模型若干件。 那辆珍

贵的镇馆之宝“龙号” 机车，从此也

失去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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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研究员的

“约会古人类” 之旅

� � � � 91 岁的黄万波是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 20 世纪 80 年代，由他牵头组

成的三峡古生物考察队来到重庆

巫山县，经过考察、试掘发现了龙

骨坡遗址， 发掘出疑似直立人左

下颌骨残段和上门齿等化石 ，遗

址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从 1984 年到 2012 年，龙骨

坡遗址先后历经四次科学考古

发掘 ， 发掘出许多哺乳动物化

石和具有明显人类加工痕迹的

石制品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今

年 8 月 ，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主持 ， 龙骨坡遗址启动第五

阶段发掘 。

在此次发掘中，黄万波和队

员们一道住在遗址附近的巫山

县庙宇镇 ，他扎根现场，为青年

学者提供技术支持 。 令黄万波

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古人类研究充满兴趣， 他们

纷纷从高校、 研究机构等加入此

次发掘任务中。“虽然我年龄偏

大，但身体条件还可以 ，那就要

继续为这份事业做贡献。 ” 黄万

波说。

新华 / 传真

陶瓷雕金技艺

在坚守中传承

� � � � 河北省唐山市素有“北方瓷

都 ” 的美誉 ，陶瓷雕金技艺作为

陶瓷装饰技法之一，在当地历史

悠久。唐山市路北区居民戴佩维

17 岁时进入陶瓷厂学习雕金技

艺 ， 经过 45 年的潜心研究 ，将

传统技艺与美术绘画、 印刷技

术 、现代装饰风格相结合 ，在普

通细白瓷、骨质瓷等众多瓷种上

实现雕金装饰的艺术创作，使雕

金技法更加丰富多彩。 2022 年，

以戴佩维为代表性传承人的传

统陶瓷雕金技艺被列入唐山市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新华 / 传真

� � � � 黄万波（左一）在仔细观察刚出土的化石。

� � � � 工作人员在龙骨坡遗址开展勘测工作。

� � 戴佩维在进行陶瓷雕金创作。

陶瓷雕金作品展示。

交通博物馆开馆时的合影。

交通博物馆首任馆长华南圭。

交通博物馆陈列室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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