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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80 年冬季开始，在修车厂车间，一辆经

我特别设计的机车在悄悄地修建，使用的是可以弄

到的废旧材料：锅炉取自一轻型卷扬机，车轮是当

旧铁买进的，而车架则用槽铁所制，取自唐山矿一

号井竖井井架。6月 9日（1881年），在乔治·史蒂芬

逊诞生 100周年之日，白内特（R.R.Burnett，当时的

开平矿务局总矿师）夫人敲下了第一颗道钉，并将

机车命名为‘中国火箭号’（Rocket of China）。随

后，机车投入日常运行。”“龙号”机车设计师金达

在《华北的矿山及铁路》一文中这样写道。

1878 年，被誉为“中国第一佳矿”的唐山矿一

号井开凿。为 解 决 出 煤 后 的 运 输 问 题 ，开 平 矿

务局创办者唐廷枢在保守派激烈的反对声中，

几经周折与变通，修筑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

路——唐胥铁路。与此同时，唐廷枢授意开平矿

务局英籍工程师金达设计图纸并指导中国工匠秘

密制造了“龙号”机车，以解决铁路运输的牵引动

力问题。

由于消息泄露，制造机车的工作不得不停工

几个星期以避风头，直到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

督李鸿章下令后才继续悄然进行。在机车制造过

程中，开滦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历史专家考

证，开平矿务局一位叫孙锦芳的广东工匠，与金达

共同制造完成了“龙号”机车。《铁路史话》中也有

这样的文字记载：“我国工人凭着金达的几份图

纸……制成了一台蒸汽机车，在唐胥铁路上行驶。”

“龙号”机车体型不大，结构简单，有 3 对动轮

而无导轮和从轮，有两个水柜和高耸的烟囱，其造

型在当时可与外国先进机车相媲美。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

章描述了金达建造“龙号”机车的情况。这也成为

“龙号”机车是中国自制第一台蒸汽机车的佐证。

开滦博物馆荣誉馆长、英籍铁路文化学者皮

特·柯睿思，长期关注中国铁路史，在其撰写的《关

内外铁路》一书中，详细介绍过

“龙号”机车。其中收录的老照

片显示，1881 年，刚完工不久的

机车水柜上镶嵌着“火箭号”的

英文铭牌，此时上面是没有龙饰

的 。 据 说 ，中 国 工 匠 们 不 喜 欢

“火箭号”这个洋名字，很快赋予

它了一个极富东方色彩的新名

字——“龙号”。鉴于此，金达便在

机车英文铭牌旁加装了一对黄

铜龙饰。书中还写到，该机车于

1916 年报废，被收藏于北京府右

街交通陈列馆。1937 年卢沟桥

事变爆发，日本占领北京，开始全面侵华，“龙号”

机车从此不见了踪迹。漫漫岁月中，随着档案资

料的遗失损坏，“龙号”机车的历史痕迹逐渐模糊。

多年来，市场上发行过很多类型的“龙号”机

车模型，唐山、秦皇岛、北京等地也打造过多个“龙

号”机车的复制品，但大都只是外形相似。2017

年，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打造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

“龙号”机车被开滦铁拓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开滦铁拓公司”）的技术团队按照 1:1

比例复制还原，作为镇馆之宝，其还原度之高获得

了皮特·柯睿思亲自认可。

（（（（一一一一））））

“中国火箭号”机车。 资料片

古冶区林西机厂道 1 号是开滦铁拓公司所在

地，“龙号”机车就是在这里“重生”的。

暮春时节，一场好雨滋润了大地。走进开滦

铁拓公司绿意盎然的花园式工厂厂区，雨后清新

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淡淡的花香，让我

们感受到了勃勃生机，也感受到了工业文化的魅

力与辉煌。

翻开历史长卷，时光回溯至 120年前。

1904 年，开平矿务局在林西组建成立了一个

修理工厂，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主要负责林西矿

设备维修任务。这个小修理厂就是开滦铁拓公司

的前身。那时，“龙号”机车还喷着火、冒着烟，噗

噗作响地在铁轨上运行呢。

“2006 年更名为铁拓公司前，我们厂叫开滦

煤矿机械制修厂，是开滦矿区的机械制修基地，担

负各矿、厂非标准设备和成批配件的制造任务。

在生产历史上，我厂不止一次创造过全国第一。”

开滦铁拓公司宣传部部长刘彦超介绍说，“正是这

120 年的历史底蕴和技术沉淀，才让我们有幸承

接‘历史机车复原’这个重大项目。”

2017 年 3 月，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筹建中国铁

路源头博物馆时，“龙号”机车作为中国第一台

蒸汽机车，被要求复制出来作为镇馆之宝。这个

任务交到了时任该公司下属托辊厂厂长葛卫东

的手上。

按什么标准复原？工艺上将有哪些难度？

回想当时，身为技术专家的葛卫东仍感慨任

务实在艰巨。“我们厂下属的机车车辆厂过去维修

过‘上游’‘跃进’两个车型的蒸汽机车，有一定维

修经验，对蒸汽机车的基本工艺、机车结构也都比

较了解，可是制造和维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制

造方面说实话我们不是特别熟悉。”他带着工程技

术人员对市场上已有的“龙号”机车模型做了一番

实地考察后，坚定了内心的想法：“咱们要做就做

个真的，做个能点火嗷嗷跑的。”

100多年前，开滦工匠建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

机车。今时今日，他们要复原出第一台“真”龙号。

2017年4月16日，葛卫东召集研

发中心副主任、青年设计师刘艳东，

矿山机械厂钳工赵洪利，具有丰富技

术经验的退休专家高永江、陈树彬，

以及 82 岁的老技师赵日新等骨干，

成立了“龙号”机车攻关小组。

没有大张旗鼓的成立仪式，在

托辊厂老车间闲置的会议室里，老

中青三代铁拓人围坐在乒乓球台改

成的会议桌旁，直入主题讨论“咱们

该怎么干”。

“龙号”机车失踪已近 80 年，没

有相关实物可供测绘，老照片又模糊

不清，档案信息更是残缺不全。除了

从开滦博物馆、档案馆中尽力找寻

资料外，攻关小组主要以《关内外铁

路》一书中的图片、内容及相关资料

作为参考，按照 19 世纪 80 年代蒸汽

机车制造水平、制造工艺分析“龙

号”机车的结构组成，即便只是老照

片上一团模糊的黑影，也要研究出来

它究竟是什么。其间，时年 78 岁的

皮特·柯睿思先生也通过翻译和邮

件与攻关小组进行沟通，为机车复原

工作提供了不少新依据和好建议。

“机车的尺寸链特别复杂，差一

点儿机车就无法运行。为了得到最

精准的数据，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

方法——摊大样。”复原团队主力赵

洪利说。

他们将整车划分出下车、中车、

锅炉等若干部分，在会议室的水泥

地上，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依据标

准尺寸，先用粉笔按 1：1 的比例画

出一些部件的轮廓，再一步步推理

导出其他部件的尺寸。最终将所有

数据整理出来形成草图，交给刘艳

东输入电脑绘制成图纸。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对着照

片设计，难度真是太大了。”负责设

计的刘艳东说。他将严格核准后的

信息输入电脑，再利用 3D 软件绘制

工程图纸近 900 张，统计得出组装

含标准件在内的零部件共 7140 件。

这边，刘艳东的设计图纸一张

张出炉，另一边，其他人马上根据图

纸按照 19 世纪 80 年代蒸汽机车制

造水平、制造工艺着手复原。复原

过程中，陈树彬、赵日新、赵洪利等

师傅精湛的铆工、钳工技艺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从摊大样、绘图、零件制造到完

成组装、尝试运行，耗时 3 个多月，

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龙号”机车终

于成功复原。复原的“龙号”外形尺

寸精确到毫米，机车内部结构“五脏

俱全”，传动动力装置与原机车高度

一致，机车各部件连接均采用铆钉

铆接或螺栓连接，无任何焊接，各操

纵装置正确、动作灵活、功能有效，

可以实现点火运行，完美再现了“龙

号”机车的历史原貌。

“在复原机车的日子里，我每天

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解决得对不

对，那个想法是不是可行？每天都

在反复推敲，验证自己的观点。直

到最后完成，感觉像做了一场梦。”

葛卫东感慨地说。

由于当时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

还在建设之中，复原的“龙号”机车

在开滦铁拓公司存放

了 一 段 时 间 。 其 间 ，

不少开滦职工以及社

会人士慕名前来一睹

其风采。因为参观人

数 太 多 ，葛 卫 东 等 人

担 心 机 车 受 损 ，不 得

不用塑料布把机车蒙

了 起 来 ，还 在 周 围 拉

上 了 警 戒 线 。 怎 奈

“龙号”机车成功复原

之 事 已 引 起 轰 动 ，人

们 热 情 高 涨 ，想 方 设

法 也 要 看 一 眼 ，有 人

甚至钻进塑料布里去

拍照。

2017年9月22日，

皮特·柯睿思专程赶来。当他在车间

见到复原的机车时，高兴地围着机车

转来转去，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在驾

驶室中，他反复拨弄操纵装置，仔细

观看。在亲自验证了机车的联动装

置有效后，皮特·柯睿思高高竖起了

大拇指。

对于“龙号”机车攻关小组以及

所有开滦铁拓公司职工来说，“龙

号”机车的成功复原就像打了一场

精彩的大胜仗。他们凭借坚定的信

念和不懈的努力，发挥高超的工匠

技艺和智慧，成功克服了一次次困

难与挑战，令“龙号”机车穿越时空

完美归来。这胜利的成果让他们骄

傲、感动，备受鼓舞。

（（（（四四四四））））

攻关小组组装复原的“龙号”机车零部件。 开滦铁拓公司供图

开滦博物馆荣誉馆长、英籍铁路文化学者皮

特·柯睿思参观复原的“龙号”机车后点赞。

开滦铁拓公司供图

2017 年 10 月 24 日，复原的“龙

号”机车离开开滦铁拓公司，被送进

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摆放在中国

铁路零起点纪念碑前的铁轨上。

在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后，“龙

号”机车“回家”了。

100 多年前，“龙号”机车拉响

了中国近代工业铁路运输的第一声

汽笛。而今，它以崭新的面貌敞开

怀抱，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

铁路机车从蹒跚起步到“高铁领跑

世界”的巨大嬗变，领略中国产业工

人的伟大创造力与工匠精神，重温

中国工业发轫时的辉煌与荣耀。

此后，葛卫东带领技术团队又

陆续复原了 2 号机车、11 号机车、西

苑窄轨机车和 4 号机车。这几台比

较有代表性和特殊意义的机车，陪

伴着“龙号”机车，为中国铁路源头

博物馆再添珍宝。

2022 年 2 月，葛卫东等人在 1∶1

复原“龙号”机车的数据基础上，又

按 1∶7 的比例，改进制作完成了两

台缩小版的“龙号”机车模型，作为

开滦集团文化交流的礼物，送往珠

海唐家湾唐廷枢纪念馆，以及与开

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澳

门科技大学。该模型长 175 厘米，

宽 36 厘米，高 50 厘米，有结构部件

80 余种，使用了 1200 多颗 1.6 毫米

至 3 毫米的铆钉连接固定。车头后

挂有一列金色车厢，车厢里太师椅、

沙发、地毯等一应俱全。

在新时代工匠的巧手打造中，

“龙号”机车的故事还没讲完，它将

继续见证中国铁路辉煌发展，见证

新时代更加美好的未来。

题图为1881年制造的“龙号”机

车（资料片）以及2017年复原的“龙

号”机车（本报记者刘洪超 摄）。

1881年 6月 9日，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开始
铺轨。与此同时，开平矿务局的工匠按照英籍工程师金达绘制的图
纸，用废旧材料秘密制造出了一个小型火车头，它就是中国自制的第
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

100多年前，“龙号”机车在简陋的条件下被制造出来堪称奇迹。
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铁路运输的序幕，加快了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
业文明迈进的步伐。如今，复兴号列车驰骋向前，我国轨道交通产业
蓬勃发展，引领世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首百年，探寻“龙
号”机车的前世今生，倾听机车复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历史的回
声中，再次感受“龙号”机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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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头图

“龙号”机车攻关小组成员讨论复原方案。 开滦铁拓公司供图

攻关小组摊大样计算机车复原

尺寸。 开滦铁拓公司供图

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内的珍宝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内的珍宝——复原的复原的““龙号龙号””机车以及机车以及 22号机号机

车车、、1111号机车号机车、、西苑窄轨机车和西苑窄轨机车和44号机车号机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洪超刘洪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