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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与民众认同 

田永秀 

(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 要】: 1952 年7 月1 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一条前后修筑40 余年的铁路，也是新中国建成通车的

第一条铁路，更是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民众认同方面打的一场大胜仗。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满足了四川人民对成渝

铁路建成通车的夙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四川经济得以恢复，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充分认识到

新政权比旧政权“好”; 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显示了新政权超强的建设能力，也充分显示了新制度的优越性，让

老百姓认定新政权比旧政权“行”，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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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是指原川汉铁路的四川重庆——成都段。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导致清王朝垮台，但川汉铁

路的修筑却毫无进展。之后，川人积极谋求修筑川汉铁路成渝段，即成渝铁路。在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两度修筑成

渝铁路，但直到西南解放，成渝铁路依然寸轨未铺。一条铁路先后修筑了近 40 年而不得。 

1950 年 6 月，成渝铁路再度开工，2 年即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民众认同

方面打的一场漂亮战役。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无研究。笔者以为，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让四川民众深刻认识到了新政权“好”，

新政权“行”，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度。 

一、成渝铁路通车获得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 

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而言，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是巩固政权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就是新中国在民

众认同方面打的一场大胜仗。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 

1949 年10 月，人民解放军吹响了进军大西南的号角。1950 年初，四川大部解放。解放后，如何在四川迅速建立稳定的社

会秩序，颇有难度。近代以来，四川民情浮动: “人民要求土地、要求解放的情绪很高，火容易点起来。所谓‘天下未乱蜀先

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就说明了四川容易闹革命”
〔1〕

。同时，民国以来，四川政治情况复杂。“在政治上来说，民国以来四

川从未统一过，抗战期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更甚于河北、山东。封建阶级武装力

量很多。封建势力、军阀、土匪三者结合，加上流氓势力，将是我们工作中的强大敌人。”
〔1〕

此外，“西南是最后一块待解放

的地区，许多问题的解决更不容易”
〔1〕

。尤其是国民党在逃离大陆前，在四川做了很多工作，除了留下大量的特务潜伏外，还

利用舆论散布谣言将共产党妖魔化。因此，在大西南解放后，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树立新政权的美好形象，获得四川

乃至西南民众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一到重庆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到后( 按: 指到重庆后) ，

即将重庆一二流专家组织若干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路，尚无任何结论。我们首先着眼修成渝铁路和造轮船”
〔1〕

。

可见，就邓小平等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而言，修筑成渝铁路是解决西南诸多问题的突破口，是让西南迅速建立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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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一把钥匙。 

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确实如邓小平期待的那样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成了解决西南诸多问题的突破口。1950 年 6 月

15 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后，西南人民无限感奋，”“西南人民四十年来的理想，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

现了”
〔2〕

。两年后， 1952 年 7 月 1 日，一辆火车缓缓地开进了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了! 四川人民欢欣鼓舞。“七

月一日晨，由重庆菜园坝车站开往永川的第一列火车，受到沿路群众的热烈欢迎，仅永川车站就聚集了二万多群众。西南人民

是多么兴奋地庆祝这一件喜事啊!”
〔3〕

火车一路徐徐开往成都，沿途成了欢乐的海洋。“火车通过江津、白沙，直抵朱羊溪等车

站时，成千成万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农民来不及放下背上的粪箕，妇女抱着娃儿，都来看火车。青年和儿童追

着火车跑，学生、商人和店员打腰鼓、扭秧歌，向筑路与铁路职工致敬。火车到站后，很多人伸出手来，抚摩着车厢，欢喜得

落下眼泪。”
〔4〕

这表达的是多么巨大而强烈的喜悦之情! 

在成渝铁路的终点站成都，更是热火朝天: “成都人民四十年前曾为争路事件流血牺牲，这次特别盛大庆祝人民筑路的胜

利，大会将有三十万人参加，并举行示威游行和焰火大会。成都市主要街道上已张灯结彩，准备欢迎来自重庆的贵宾和市面繁

荣的好日子的到来”
〔5〕

。成都人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是因为完成了四十余年的夙愿——成渝铁路终于通车了; 二是成渝

铁路通车带来了“市面繁荣”的希望。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时老百姓的兴奋和激动，充分表明新政权办了一件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陈云指出: “中央人民政府

两个年度的经济投资，使全国人民普遍地有了一种感觉: 仅仅这个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只有这个政府才能领导我国人

民走向幸福。”
〔6〕

贺龙指出: “这是中国第一条全部用自己的器材修成的铁路，西南人民把它看作通往繁荣和幸福的起点。”
〔7〕

张澜也在通车的贺电中说:“渴望数十年的成渝铁路，能在中国共产党三十一周年纪念日胜利通车，这充分证明了西南人民在毛

主席领导下，才可能发挥伟大力量，获得今天的胜利成功。”
〔8〕

 

成渝铁路沿线的民众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农民们谈起在旧社会喊叫了四十年没有修成的铁路，解放后只修筑一年多就有

了这样大的成就，个个都兴高采烈。他们在送给筑路工人的许多锦旗上写着: ‘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人民政府把我们

的幸福的道路修通了!’”
〔9〕

民众将自己的幸福感受编成了歌谣传唱: “我们在成渝铁路沿线也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 ‘人

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人民的铁路人民修呀! 人民的铁路人民护! 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10〕

为了保卫

这条道路，民众自发地组织了护路队，路修到哪里，护路队就保护到哪里。 

事实证明，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确实成了解决西南难题的突破口，随着火车而来的，是民众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

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民众通过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对新旧政权进行对比后产生的。通过对比，四川民众深刻地认识到新政

权比旧政权“好”，新政权比旧政权“行”。 

二、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让民众感受到新政权比旧政权“好” 

所谓新政权比旧政权“好”，主要体现在新政权切实满足了四川人民对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夙愿;成渝铁路的修筑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也让四川经济得以恢复，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老百姓也在成渝铁路修筑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自

豪感。 

( 一)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圆了四川人民的火车梦 

四川僻处祖国西南，自古交通不便。火车是一种便捷、快速、载运量极大的现代交通工具，到 20世纪初年，国人普遍明白

了火车的功用，认识到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及晚近国势大弱，朝野探求致弱之所以，迺有指铁道为万不可不急修者，

于是一边舆论蜂起矣，草野昌之朝廷和之，而铁道热遂为全国改革中之最甚者。”
〔11〕

四川人民期望能利用火车搭建一条出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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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以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修筑成都到汉口的铁路。但川汉铁路公司并无多大成效( 仅修成 30 余里) ，清政府旋即将川汉

铁路收归国有，转手签订了借款卖路合同，最终导致保路运动兴起，清王朝覆灭。清朝灭亡后，川汉铁路并没有迎来希望，相

反彻底陷于停顿。 

民国成立后，川人并未放弃修筑铁路的努力，转而呼吁先修筑川汉铁路成渝段，即成渝铁路。在各方努力下，1937 年 3 月

15 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川人似乎看到了希望。“川省地大物博，惜交通梗阻，货弃于地。公路近来虽较发达，然任重致远，

仍非铁路莫办，以是成渝铁路之兴筑，公认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政府提倡于上，人民赞助于下，数十年前即拟举办，终以变故

而未兴筑之成渝铁路，至今该有实际开工之一日矣!”
〔12〕

然而川人寄予厚望之成渝铁路，终因抗日战争带来的材料采购、运输

及经费等问题搁浅。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再度修筑成渝铁路，“消息传来，全川鼓舞，兴筑铁路成了一般话题的中心，对政府的贤明决策，

只有拥护和爱戴，并期其早日实现! 舆论界也非常的关心而同情，报纸上已有不少的赞助言论，紧缩了的钢铁业也睁开了一只

欢欣而期待的眼睛，这真是久旱逢甘雨，再宝贵也没有的事件了!”
〔13〕

然而，国民政府却再度让四川人失望，到大西南解放时，

成渝铁路依然寸轨未铺。川人痛呼: “为了铁路，四川不知洒了多少热血，牺牲了多少性命。”“卅多年来，铁路仍然只存在

四川人的口头上，在四川人的梦想中，在四川人的画面上。铁路，对四川而说，价值是多么的高贵啊! 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换取一条铁路呢?”
〔13〕

 

邓小平、陈毅等川籍共产党领导人自然明白四川人民对成渝铁路的渴盼，邓小平说: “四川人民、西南人民对修成渝铁路

是盼望了几十年的，是十分迫切的”
〔14〕

。在西南尚未解放的 1949 年 6、7 月间，邓小平在上海市长陈毅家里见到了陈毅的堂

兄陈修和，两次谈到了修筑成渝路的事
〔15〕

。西南解放的炮声甫歇，西南军政委员会就决定动工修筑成渝铁路，这让四川老百姓

看到了希望。“在财经困难的目前情况中，中央人民政府仍拨出巨额款子来兴工，把西南人民数十年的希望变成事实。这一切

标志出人民政府对生产建设的决心，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过去在地图上以‘未成’符号记载了四十几年的成渝铁路，从

今天起将逐步铺设在地面上。这是有关西南建设的大事。全西南人民都在欢腾，并为全国人民所重视”
〔2〕

。 

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修筑成渝铁路，无疑满足了四川人民期盼成渝铁路通车的强烈愿望。在成渝铁路动工后，四川各界群

情振奋。华中轮船公司负责人称: “过去反动政府借口修筑成渝铁路，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结果只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

虚线。现在西南解放才几个月，西南人民四十多年来的理想，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就开始实现了。”
〔2〕

 

( 二) 成渝铁路的修筑让四川老百姓得到了不少实惠 

1．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据统计，成渝铁路的修筑，“前后共计动员了军工 28416 人，失业工人 18981 人，民工 70177 人”
〔16〕

。军工本身是有工

作的，可以不计在内，失业工人和民工则是因成渝铁路的修筑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也就是说，成渝铁路的修筑，直接给近 9 万

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此外，尚有大量因成渝铁路修筑间接获得工作机会的人群。据报道，修筑成渝铁路时，“川南沿着铁路

线的五个县有十五万人直接间接靠着修路生活。沿线各地的石工全部参加了修路，铁工、木工制作筑路家具，许多妇女和小孩

锤道碴石子、为路工打算鞋
②
洗衣服; 还有数十万人运输枕木”

〔17〕
。 

西南军政委员会也将修筑铁路作为救济失业工人的途径之一，“失业工人除重庆已有一部分因工厂恢复生产而复业外，重

庆市和各地正在动员两万失业工人到铁路上工作”
〔18〕

。在工作中，铁路工程局还对这些人进行了教育及改造，“这些人初到工

地，还调皮捣蛋，不愿好好地劳动; 但经过军工干部的耐心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政治，提高了阶级觉悟; 许多染上不良嗜好的

人，都改邪归正”
〔17〕

。这些失业工人不仅获得了就业机会，很多人还掌握了专门技能，最后获得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如有“一

支筑路力量是重庆市及西南各地的二万多失业工人，其中有重庆市收容的一千二百名游民乞丐; 还有过去的土匪、流氓和旧军



 

 4 

官兵。”“工程大队有成百失业工人学会了铺轨的专门技术，成为铁路局正式职工。更有许多工人在养路训练班学习，在工地

各种工作岗位上，逐渐成为骨干分子。”
〔17〕

 

成渝铁路修筑带来的大量工作机会，让解放初期的四川民众能够很快地相对稳定下来，对于新社会秩序的形成有立竿见影

的作用。对于刚经历过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民众而言，获得一份工作就意味着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心中的感激难以言表，

对共产党、对新政权的认同度也自然提高了。“失业工人的情绪已有转变，党与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

失业工人说: ‘这样的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中国有史以来是第一次。’工会在失业工人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
〔19〕

 

2． 带动地方经济恢复与发展 

“成渝铁路的开工已在重庆和铁路沿线各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生良好影响。曾陷于严重困难的重庆钢铁、机械、

水泥等工业，现已因成渝铁路的定货而全部或部分地复工生产。”“与此同时，四川盆地农村经济亦逐渐趋向活跃。”
〔18〕

这些

都充分说明，成渝铁路的修筑犹如一个火车头，带动了四川经济恢复和发展。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四川民众的生活才有希望。 

3． 老百姓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 

成渝铁路的修筑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川南区一九五一年民工获得的工资约有三亿斤大米，其他各项收

入为数更多，失业工人大为减少，广大群众生活都有了出路。因筑路直接间接初步改善了生活的群众，仅川南的隆昌，内江等

五县即达十五万人，各县石工几乎全部参加筑路工作，铁工、木工制作筑路所需工具、家具。妇女锤道碴石子，每天可得工资

三升多米。”
〔3〕

 

有了收入后，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去年开工时穿着破烂衣服来修路的民工，现在有很多人都换上了新的衬衣和

短裤。很多人每个月还可以节余一二百斤工资米，寄回家去。”
〔17〕

成渝铁路筑路工给毛泽东写信描述自己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说: 

“一年多来，我们很少有人生过病，从前面黄肌瘦的人现在也都变得结实了，过去穿着拖一块吊一片的破旧衣服的人也都穿上

里外三新的棉衣了。一般人都有了几十万元以上的储蓄，在返乡前大家都购置了农具和耕畜。”
〔17〕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

善，民众对新政权的好感、对共产党的感激自然节节上升。 

4． 老百姓充分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自豪感和被尊重的滋味 

在修筑成渝铁路过程中，从技术员到一般民工，都深刻体会到了新旧体制下自己社会地位的不同。成渝铁路工程设计人员

说: “解放后，我经过了学习，明确地认识了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工作中，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建设工作基本上是与旧社会不相同的。现在不是单纯的完成某一个人的任务，而是要搞好咱们人民自己的家

务。我们今天的工作，再不是向少数几个人负责，而是要向人民负责。在我们的工作中，就应该尽量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20〕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成渝铁路通车讲话中也指出: “这条铁路的提前修通，是由于在工作中依靠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发

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因为依靠了群众，也就在群众中出现了很多新创造”
〔21〕

。技术专家蓝田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是修

筑成渝铁路的工程师，在解放后再次修筑成渝铁路时，提出改用新线。他的提议得到了西南交通部的认可，“缩短了二十三公

里线路，替国家节省一百五十亿元的材料和施工费”
〔21〕

。而一些民工在修筑成渝铁路中好的想法也得到了尊重，付诸实施，如

民工谢家全创造的压引放砲( 炮) 法，民工颜绍贵创造的单人冲砲( 炮) 法等等
〔21〕

。这些民工在成渝通车典礼上被数次点名表

扬。这些充分表明新政权尊重每个劳动者，对普通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能予以充分的肯定。 

老百姓是很现实的。尤其是对于经过了兵荒马乱、新旧政权更迭的老百姓而言，新政府能否急老百姓之所急，老百姓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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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份职业安定下来，收入能否有所增加，生活是否比此前更有起色，是否会得到尊重和肯定等，是其评判新旧政权的最基本的

出发点。邓小平强调: “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不是靠它的口号，而是看它的实际”
〔1〕

。所谓“实际”，就是老百姓是否从中

得到“实惠”。正如成渝铁路筑路工人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 “现在，我们吃的是大米干饭，穿的是细布新衣服。想想从前，

比比现在，我们首先要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22〕

 

三、成都铁路建成通车充分证明了新政权比旧政权“行” 

所谓新政权比旧政权“行”，是指新政权的执政能力比旧政权强。对于任何新生政权而言，必须展示自身强大的执政能力。

这种强大的执政能力是形成有效社会秩序、开创美好未来的基本保证。建成通车的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标志性工程，

显示了新政府的超强能力，也充分显示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 一)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是新中国强大建设能力的最好例证 

实力需要用事实说话。成渝铁路前后修筑四十余年而寸轨未铺，但新中国却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建成通车，充分证明了新

政权强大的建设能力，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此前，成渝铁路虽多次动工，但均功败垂成。在四川民众眼里，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

当新政府决定再次修筑成渝铁路时，民众持怀疑态度者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修筑成渝铁路，已叫喊了四十多年，从满清封

建王朝、北洋军阀、四川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那个不在叫唤‘筑路’? 可是，四川人民四十多年来，看不见一根枕木和钢

轨，只看见修路的诺言变成了满天的谎话。”而现在，“西南解放不到半年，财政极度困难，各地土匪还很猖獗”，“那里来

的力量，一下就要修筑成渝铁路呢?”
〔3〕

连多次参与成渝铁路修筑的高级工程师翟鹤程对此也非常悲观: “几十年修路，修修停

停，使我的希望破灭，使人对国家的一切建设事业悲观，没信心。”所以新政府虽然宣布要修筑成渝铁路，但他依然很怀疑。

然而，“现在的客观实际，不是一点一滴，一件两件，而是大量的多方面的事实。”
〔14〕

这些事实胜于雄辩，完全消除了人们心

中的疑虑。 

新政府在修筑成渝铁路中展现的能力，让民众相信跟着共产党明天会越来越美好。成渝铁路工程师萨福均说，新中国成渝

铁路修筑展现了与旧政府完全不同的号召力和组织力: “人民政府一声号召，从最高级的政府到最下级的政府一齐动员，几十

万民工马上集合到路线上来。过去国民党抓都抓不来，现在他们是争着来，干了还不肯回去。川东一个地区就有四千多民工自

动要求永远留在铁路上作工人。一百二十多万根枕木也从铁路两侧百里以外的山区源源运到铁路线上。钢轨厂开工了，被国民

党认为是一堆废铁的轧钢机开动起来，制出了成千上万根铁轨铺到路线上。所有桥工队、装修队、铺轨队全都很快成立起来。

更使人感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发动全国各地支援我们。这些都是我过去想都想不到的。”在参加成渝

铁路修筑一年多以后，他得出了结论: “三十八年前我就参加了成渝铁路( 当时称川汉路) 的勘测工作，但是只有在今天我才

敢说它一定能够修成，而且一定修得很好。”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现国家建国之初，就这样大规模地修建成渝路，我们的国

家将来一定会建设得又大又强。”
〔14〕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今天才看见祖国一天天富强起来。”
〔14〕

 

翟鹤程、萨福均都曾经参与成渝铁路建设几十年，最能深切感受新旧政权的区别。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让他们打心底里认可

了新政府的建设能力。 

( 二) 成渝铁路的修筑过程充分显示了新政府的控制、统筹及团结协作办大事的能力，也尽显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国民政府时期，虽然中央政府也两度下决心修通成渝铁路，但最后均未能如愿。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尚面临着财

政等多方困难，却能举全国之力来修筑成渝铁路，这与国民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成渝铁路修筑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新政

府调动全国资源修筑成渝铁路的巨大操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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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确定成渝铁路的建设方针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
〔23〕

。成渝铁路的修筑就是全国上下群

策群力、就地取材的结果。成渝铁路的修筑模式为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成渝铁路的建筑工程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与

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所订合同进行的。合同规定前者负责技术指导，后者负责组织工作和材料供应等工作”
〔24〕

，而具体负责

筑路工程的是重庆铁路工程局。 

修筑的人力组织方面，充分显示了新政府调动全国人力办大事的效率。新中国成立后的成渝铁路修筑与国民政府时期有所

不同，采取的是军队与民工共同修筑的方式。人民解放军是修筑成渝铁路的重要力量，交通部将工程交给西南军区人民解放军

修筑，参加成渝铁路修筑的解放军大约2 万8千多人，他们放下枪炮，“扛起铁锤扁担，先后奔赴工地去作‘开路先锋’。半年

之后，他们超额完成任务归队。”
〔4〕

解放军训练有素、组织纪律性强、生产能力强，组织他们突击重大建设任务，不仅便于管

理，而且能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在成渝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军队的加入对民工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且在西南刚解放的复杂社

会环境下，对于意图破坏成渝铁路修筑的敌对分子亦有威慑作用。 

此外，修筑成渝铁路时还征集了10 万民工。1950 年11 月，成渝铁路开工近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由西南财政经济

委员会召开民工筑路会议，动员民工参加筑路，并抽出很多的地方负责干部，如省( 区) 人民政府的厅长、专员、局长、县长，

党的组织也动员许多县委书记等亲自组织领导民工筑路”
〔4〕

。地方干部参与筑路民工的管理，让成渝铁路修建工程管理有序，

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成渝铁路开工时，工程技术人员很缺乏，不得不依靠全国支援。“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昆明、贵阳等地数千

铁路职工和工程师，远道来援。”
〔4〕

经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赵健民请求，铁道部让著名的铁路技术专家萨福均

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负责成渝铁路技术工作。这些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到来，解决了成渝铁路的管理和技术问题，

还为成渝铁路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 

新中国政府不仅调动了全国人力有效地支持了成渝铁路建设，在物力的调配上，更彰显了超强的能力。众所周知，国民政

府时期，成渝铁路两次修筑无果，经费、材料缺乏是重要原因。解放初，财政极为困难，但中央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却筹足

了成渝铁路修筑所需经费。成渝铁路的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19014 万元，每公里平均造价 37． 65 万元
〔23〕

。在确定开筑成渝

铁路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先拨 2 亿斤大米作修路经费”
〔23〕

。其余的经费基本依靠地方解决。由于经济困难，成渝铁路建

设尽量节约经费，包括尽量利用民国时期修筑的工程及利用解放军修筑铁路。邓小平说: “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

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

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14〕

支付给解放军的工资比民工少得多。而且，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官兵后来将应得工资的

60%都捐献给了国家
〔23〕

。 

国民政府修建成渝铁路时，钢轨、铁桥等材料全部由国外购买，一旦这些材料无法购买或运到，筑路工程就会陷于停顿。

新中国成立后，修筑成渝铁路主张“就地取材”，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材料问题。整个工程使用主要工程材料如下: 钢轨及配件 7 

万吨，道岔 450 组，枕木 129 万根，水泥 5． 1 万吨，木材 5． 5万立方米，电杆木 1． 9 万根，钢梁 44 孔( 3300) 吨，钢

筋 2100 吨，炸药 2200 吨，以及大量土石方施工工具和房屋建筑材料等，价值共达人民币 9000 万元，由中央部门调拨材料达

3656 万元，其余就地购置
〔23〕

。成渝铁路所需钢轨原料( 钢坯) 除一部分在重庆冶炼外，大部分由东北、华北运来，在重庆压

成钢轨。巨大铁桥如沱江铁桥等所需器材由华东供应，其他器材则在当地制作
〔4〕

。成渝铁路所需枕木，则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动

员民众在不影响护林的原则下捐卖，“几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
〔25〕

。 

成渝铁路在修建过程中之所以体现出超强的资源调配能力，是由于新政权具备强大的控制能力与号召力。中央号召于上，

地方和社会响应于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协调一致，再也没有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社会互相推诿或扯皮的事情。民国

时期，政府也下令修筑成渝铁路，但成渝铁路工程局不得不围绕筹款、征地、材料购买与运输、工程进行等诸多问题反复与中

央各机关、地方、工程队、民众交涉，这些交涉无不影响着成渝铁路工程进展。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问题不复存在，在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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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号召下，中央、地方、社会同心协力，经费、征地
①
、材料、运输等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新中国虽然还存在着私有经济，

但是国营企业是主体，因此经费、材料、运输等可以通过命令和调拨的方式解决，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民国时期无法比

拟的。 

( 三) 成渝铁路是自力更生进行大型建设的典范 

成渝铁路虽然从清末开始修筑，但是技术、关键设备、材料等制约着铁路的修筑进程。1950 年成渝铁路动工后，上述难题

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而变得更为困难。可是，新中国政府却在苏联专家的

帮助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建成了成渝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的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创举，

也是让中国人非常自豪的标志性工程。民众由此深信: “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建设

好自己的国家。”
〔26〕

 

总之，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让四川乃至全国的民众深刻地认识到新政权

“好”，新政权“行”，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对新政权的认同度。 

注释: 

①铁路建设中，征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民国时期成渝铁路修修停停，征地尤其复杂，虽基本完成，但解放初修筑时由

于改道，依然涉及到小部分土地。 

②草鞋的一种，因鞋面形似算盘珠子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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