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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甲午宿将萨镇冰独子

萨福均，字少铭，福州人，1886年1

月21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出生，是萨镇冰的独子。

萨镇冰，字鼎铭，清朝时毕业于船

政学堂，后赴英国留学，向当时的海军

强国取经。回国后，萨镇冰加入北洋海

军，在担任康济舰管带期间，参加了中

日甲午之战。甲午后，参与领导中国海

军重建。北洋政府时期，被授予海军上

将衔，先后担任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

理、福建省省长等职，被称为“萨上将”。

冰心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记萨镇

冰先生》，文中写道：“萨镇冰先生，永远

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

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

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

是注意听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

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加增我对他的

敬慕。”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和萨镇冰是同

袍战友，谢葆璋的评价代表了当时中国

海军界对萨镇冰的认可。

萨镇冰一生为国事奔走，追寻富国

强兵之法，萨福均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

庭中。年纪稍长，萨福均随父亲到上海

学习英文。1903年，萨福均赴美国，在

圣路易中学就读，1905年又去日本学

习。1906年，萨福均考入美国普渡大学

学习铁路工程，1910年毕业，获土木工

程学士学位。这一年9月，他随赴美考

察的詹天佑一同回国。从此，萨福均的

一生便与中国铁路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詹天佑是清末留美

幼童之一，被召回国后，也在船政学堂

学习驾驶，此后一度在学堂担任教习。

1911年初，时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

的詹天佑，邀请萨福均到广州参与铁路

建设。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

佑，对这位后生极为器重。萨福均也不

负期待，在工作中逐渐崭露头角，先后

任实习生、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

理工程师）、副工程师等职。

由于工作出色，1913年萨福均又被

调至参与建设川汉铁路。川汉铁路是清

末提出兴建的一条铁路，也是影响中国

历史进程的一条铁路。该铁路引起了四

川“保路运动”，进而引发了辛亥革命。

1914年 6月，詹天佑出任“汉粤川

铁路督办”。随后，组织7个测量队，重

新勘测川汉铁路湖北宜昌至四川成都

的线路，其中第三队负责定测重庆至夔

州路线，队长是美籍工程师柏克森，领

头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即萨福均。

到1919年，随着詹天佑的去世以及

经费、局势等多种原因，川汉铁路仅开

展了少量工程。

川汉铁路重庆到成都段，被视为日

后修建成渝铁路的肇始，这也是萨福均

口中“这条路我修了三十八年”的原因

所在。

贰
詹天佑之后的技术权威

詹天佑去世后，萨福均承续衣钵，

在铁路建设、路权争取等方面作出了诸

多贡献。

1919年，萨福均应个碧铁路公司邀

请至云南，担任鸡街至临安段总工程

师。萨福均亲自率队勘测设计，废弃原

来法国人的600毫米轨距方案，提出线

路路基、桥梁、涵渠、隧道均按1000毫米

轨距（也称米轨）标准设计，轨道仍按

600毫米轨距铺设，以便日后扩改。这

一远见，在50多年后，即1970年的铁路

改造时得到了证明。

1922年，萨福均被调至山东青岛，

任鲁案督办公署评价委员，在参与接收

被日本强占的胶济铁路时据理力争，受

到嘉奖。1930年，调任铁道部工务司，

任期长达8年，1933年领导建成南京浦

口轮渡。

抗日战争中，萨福均被任命为路政

司长，同时还是全国铁路“四大技监”之

一。在此期间，他先后领导修筑滇缅铁

路、叙昆铁路，接管与整顿滇越铁路，为

抗战时期的铁路运输作出重要贡献。

萨福均总结自己从事铁路建设数

十年的实践，撰写了近3万字的《三十年

来中国之铁路工程》一文，发表在1945

年6月中国工程师学会30周年纪念刊

上。文中对中国铁路建筑标准及各种

规范的制定等专业问题作了阐释，在当

时有着很广泛的指导作用。

作为继詹天佑之后中国铁路界非

常倚重的技术权威，萨福均得到铁路界

同仁的一致赞誉，在当时中国铁路以及

土木工程学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萨福均被调回南京，

担任技监兼路政司司长职务。

1949年，国民政府在溃逃广州前任

命萨福均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并准备将

他撤退到台湾。闻讯后，萨福均辞不就

职，并转移至昆明迎接解放。

萨福均选择留下，应该与萨镇冰也

有一定关系。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曾

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萨镇冰，意图让他一

同赴台。萨镇冰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后以90岁的高龄筹划迎接解放军接管

福建事宜。

1950年3月下旬，担任西南军政委

员会交通部部长刚两个月的赵健民到

北京沟通修建成渝铁路工作。时任铁

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对赵健民说：“工程

技术方面的权威人士萨福均是詹天佑

时代的技术员，是民国初派往美国专学

铁路的留学生，他参加过修筑粤汉铁

路，现南京浦口轮渡就是他担任总工程

师修建的。这个人现在昆明铁路局工

作，希望把他调铁道部工作。”

赵健民则建议：“这样一位有权威

的工程专家先留西南修成渝铁路怎

样？”最后决定，修完成渝铁路，再调萨

福均到铁道部。

1950 年 6月，西南铁路工程局成

立，由赵健民兼局长，赵锡纯任副局长。

不久之后，西南局决定，由刘伯承、

邓小平签发，调萨福均任西南铁路工程

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负责成渝铁路工

程技术工作。

叁
决策成渝铁路重大技术问题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的修建

工作正式开始。8月1日，由重庆开始

向成都铺轨。64岁的萨福均即全身心

投入到成渝铁路的修建中，负责决策重

大技术问题。

萨福均的工作态度让搭档赵健民

即使在几十年后仍记忆深刻：“（萨福

均）虽已年过六旬，但工作勤勤恳恳，每

日工作至少八小时，工程技术的报告，

白天批办不完，就带回宿舍晚上继续批

办。他多次谈到‘一个字也不能马虎’，

一字之差，有时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

失。这样的敬业态度，让他深受工程技

术人员尊重。”

1951年国庆前夕，新华社记者来到

成渝铁路修筑现场，专访了萨福均这位

“老工程师”。萨福均当时告诉记者，自

己修建成渝铁路一年多所得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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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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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记者兴奋地说。

萨福均当时还说，只有一年多时间，

成渝铁路已经通车二百多公里。这是全

国有铁路以来修筑得最快的一条，各工

程质量也都在规定标准以上。“这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国人民以自己的

双手，用自己的材料建筑起来的铁路。”

在修建成渝铁路时，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萨福均响应号召，把自己四千七
百万元（当时货币）全部捐了出来。萨
福均说:“我四十多年前在美国学了修

铁路，后跟着詹天佑修路，只有浦口轮

渡还像个有价值的工程。现在新中国

刚成立不久，就能这样大规模地修建成

渝铁路，我们的国家将来一定会建设得
又大又强。”

在修筑铁路过程中，萨福均的父亲
萨镇冰于1952年4月10日在福州病逝。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
车。12月，圆满完成成渝铁路修建工作的
萨福均，调任铁道部参事室主任。

1955年2月7日，一生与铁路打交
道的萨福均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甲午
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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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我修了三十八年了，现在才敢说真正有了成功的把握。”1951年5月，在成
渝铁路修建一年之际，萨福均对新华社记者如此说。萨福均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
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局副局长和总工程师，领衔成渝铁路的修筑。

从1913年就开始参与川汉铁路的修建，到1950年参加新中国首条铁路的修筑，萨
福均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铁路。

作为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的衣钵传人，萨福均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而数十年的工
作使他得出一个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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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平

甲午宿将之子萨福均：

修筑成渝铁路的“老工程师”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贺龙元帅为首发列车剪彩。

摄于1948年的萨镇冰全
家福（前排中为萨镇冰，后排
右为萨福均）

萨福均墓碑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