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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7_8B_E7_9A_87_E7_c57_613290.htm 近来在河南南阳的山

区里惊奇地发现有古代的“铁路”。经碳14测定，系2200多

年前的秦朝遗留。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只是不

是用蒸汽机车牵引，而是用马力拉动。专家们都惊叹我国古

代2200年以前竟然已经有如此先进的交通设施。这将是比兵

马俑更惊人的大发现。 现在铁路不是铁铸造的，而是轧制的

钢轨。秦始皇的“铁路”当然也不是铁铸造的，而用木材铺

设。作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完好。

不过枕木已经腐朽不堪，显然没有经过防腐处理，材质也不

如轨道坚硬，但还可以看出其大致模样来。 路基夯筑得非常

结实，枕木就铺设在路基上。专家认为枕木的材质比较软，

不仅是为了减少工程量，也不仅仅为了广泛地开辟木材来源

，而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

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车子在上面可以快速

平稳地行驶。 现在凡是在铁路的枕木上走过的人都明白：两

根枕木距离和人们的步子很不合适。一次跨一根显得步子太

小，跨两根又太大，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很不习惯。但是经

过测量却惊奇地发现，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

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

由自主地发生“自激振荡”，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

留下来。那么最后又是怎么停下来的呢？专家们的意见是：

一定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有木材填充平整。马

在这儿喂得饱饱的，休息得好好的。一旦需要，套上车就能



飞驰，马不停蹄。到了下一车站，由于枕木之间已经填充平

整，因此马儿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换上另一匹吃

饱休息好的马，继续飞驰前进。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快的速度

。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

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最最节省地使用马力的方法，或

者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至少应该一天一夜

六百公里，有的人认为七百公里。这是比八百里加急还高一

倍多的速度。无怪乎秦始皇可以不用分封就有效地管理庞大

的帝国。并且经常动辄几十万人的大规模行动。 有不少专家

认为，该“铁路”是秦始皇灭楚国时修建的，目的是进行后

勤补给。秦灭楚国，动用了六十万军队，后勤补给需求量一

定很大，于是修建了这条铁路。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说

秦始皇灭楚国时使用过这条铁路固然不难想象，但这决不是

个别的工程。不然的话“秦国”的驰道就不可理解，而且从

技术上来看也已经非常成熟，不是临时需要才想出来的。 以

前一般认为秦始皇修建的驰道是“公路”，现在看来应该是

“铁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历史

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设驰道，依此看，他竟然

在2200年以前就已经在全国修建了一个“铁路网”。 对于秦

始皇的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人们都很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车同轨却各说不一。郭沫若认为是统一社会制度

和风俗习惯，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另一些人解释为车

轮子的距离必须相同，这虽然符合字义，却也难以解释。现

代的公路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汽车轮子间距各不相同，也未

见有什么不妥。为什么秦朝的“公路”上必须使用相同的车

轮间距呢？而且秦始皇自己的车子用六匹马来拉，这和普通



的一匹或两匹马拉的车子车轮间距显然不会相同。现在发现

秦始皇的 “铁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按照这种说法

，修建“铁路”的当不仅仅是秦始皇了。即使其他六国并不

是个个都修了“铁路”的，那至少修“铁路”的还应该有一

个或一些国家。就好像现在各国的铁路轨道间距未必一样。

那个时代各国的“铁路”，轨道间距也不可能一样。这也是

国防上的需要。 就是我国在解放前，云南省和山西省修建的

铁路轨距还不一样呢！各路军阀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下铁路的

宽度，使得其他地方的火车没法开到自己的地盘上来。解放

后，国家高度统一，这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随之消灭了。

全国统一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标准铁路轨距，1435mm。 那么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车同轨也就是统一“铁路”轨道之间的距

离了。而且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修建的规模都比较小，到了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在全国大规模地修建起来了，以致成了

一个茂密的“铁路网”。 当时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植被茂密，

到处都是森林，也有良好的木材，这就为修建“铁路”提供

了物质条件。如有损坏，随时随地可以取得木材修复，这是

秦朝“铁路”网的物质条件。 秦朝时的车子，其轮子非常奇

特，以前一直没有理会也没有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奥秘。现

在对照秦朝的“铁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车轮的这种特

性，使得它既可以在普通的公路上跑，也可以随时进入“铁

路”飞驰。这是现在的铁路也没有的特点。我们不能使得汽

车上铁路线，也不能使得火车从铁轨上下来到公路上去行驶

。 据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

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

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在古代一般来说道路没有



必要这样宽，因此有人猜测该是公路和复线“铁路”并列而

行。车子如有需要，可以随时上铁路，也可以随时由铁路上

公路。在南阳山区发现的“铁路”，是单独复线，没有公路

相伴。 在秦朝，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发达而且科学，实现了

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秦国的工匠，每年制造 1600万个

一模一样的箭头。制造的弩，原理和现代的步枪完全相同，

甚至零件的模样也和步枪完全相像。而且其生产同样是实现

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的。拿起任何一个零部件就可以安

装。这在现代一般认为是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不过一百年

的历史。可是在秦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

七十年代，西方曾有人指责我国盗窃他们的专利，而实际上

也是秦朝留下的文物。 可是当时还没有四大发明，造纸、印

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后来发明的。虽然已经开始炼铸铁也

能够炼钢了，但青铜武器却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煤炭的使用

也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推广起来。不然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制度

的物质基础，如果当时就有将在中国造成什么呢？也许历史

就是要求中国化两千年的功夫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创

造出所需的物质基础来，而自己却大大地落后了。这大概就

是人们通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吧！ 问题是秦国的铁路网在中国

后来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专家们认为，秦朝末年的连年

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汉朝皇帝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御车

配备颜色相同的马，许多将相只能坐牛车。由于严重缺少马

匹，铁路被废弛了。而没有车子在上面跑的铁路，反而阻碍

了交通，所以秦始皇的“铁路”，有的在战争中被毁，其余

的绝大部分也在战后被拆，成了普通的公路。汉朝的经济到

了很久以后才复苏，又长期实行无为而治，所以也一直没有



劳师动众重修“铁路”。加上秦朝的驰道也太宽了，因此在

后来经济复苏中，许多道路被开垦为耕地，变窄了，甚至完

全不复存在了。还有，秦朝的 “铁路”显然是用于长途运输

的，而汉朝长期分封诸侯，各地群众也没有长途运输的必要

，运输线变短，也因此失去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原来人烟

稀少的长途运输必经地，也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大概只有这

些地方才能够得以免除被人为拆除和开垦并遗留下来。但也

正因为人烟稀少而不受人们注意。秦始皇的“铁路”也就这

样逐渐失传了，以至于人们再也不记得曾经会有如此的辉煌

。 不过话也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除了南阳山区以外，在别的

地方还没有找到秦朝“铁路”的遗迹，说秦朝有过非常发达

的“铁路网”也就只能是个推测，尽管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

推测。一般来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已经不大可能还有秦朝“铁

路”的遗存了。但愿在人烟稀少的长途交通必经处，还能够

找到遗迹。只要再找到一个“铁路”遗迹，并且发现那儿的

轨道间距和枕木间距和南阳的相同，那么秦朝修建过“铁路

”网就应该成为定论了。如果秦朝的“铁路”网被证实，那

么这是比长城还要伟大的工程，这是人们的共识。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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