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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铁路已经成为大众化交通工
具。 那会儿在外地上班、求学的人也非常多。

因此，春节前后，民国铁路客流也非常大，铁
路当局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 开始了中
国最早的春运。

最早春运临客在何时
笔者查询铁路档案史料， 现在能找到的

关于民国“春运”最早的资料是
1927

年广三
（广州至三水）铁路管理局上呈交通部的一份
呈报。 呈报说：“查每岁旧历年关， 以习俗相
沿，行旅往来，为数甚重。 本局为便利搭客起
见，向于其时加开快车一次。 ”后文详细罗列
了具体的加车安排， 大概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到二十八加开列车一次。 从这份档案可以看
出， 民国时期铁路已经开始在春节期间加开
“临客”。这种安排早已实行多年，不是什么新
鲜事。

南京上海间铁路春运何时开始
1934

年春节前夕，京沪（南京至上海）铁
路管理局也向社会公布了过年期间的加开
“临客”方案：“当局以废历（国民政府废除农
历，故称为“废历”）年关已届，一般内地旅沪
人士，多返原籍，度其快乐之新年。 连日纷纷
离沪者，倍多于平时。特自二月八日起在京沪
路上加开三四等车一班，以资调剂。唯施行以
来，依然拥挤不堪。 故决自十日至十三日止，

复加开自沪至锡之特快车一班。 ” 查查万年
历，

1934

年的
2

月
8

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

京沪铁路的春运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1947

年
春节期间，津浦铁路也特别加开了“还乡”专
车， 专车的开行时间是

1

月
14

日起到
21

日
（腊月二十三到除夕）。

1936

年过年期间， 京沪铁路局同样在春
节前后加开临客。 而且，铁路针对上海“工厂
林立，劳工众盛”的实际情况，特意组织工作

人员到各个工厂， 将加车的具体安排及时刻
表送到工人手中，以方便他们乘车。这说明当
时的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间）已经有了春运
便民服务。民国春运时间很短。广三铁路春运
只有

3

天时间，后期的京沪、津浦等铁路春运
时间稍长， 也不过

7

天。 而且均安排在除夕
前，过完年后一般不再加开临客。这显然是因
为春节后的客流与春节前相比，不太集中，铁
路难以把握。

春运旅客多为小生产者
民国春运客流量非常有限， 民国的大部

分时间，“春节”并不是法定假期。 各大学校、

机关春节不放假。通过翻看季羡林、夏鼐等人
读大学期间的日记就能看出来， 当时的大学
生，尤其是学校与家较远的学生，寒假一般都
不回家过年。 民国春运的乘客主要是各种小
生产者、小商人等，且以短途客流为主。 李同

愈的小说《平浦列车》就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
旅客群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
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
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
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 ”

作家笔下的春运
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写的

也是“春运”期间的故事。离过年还有一礼拜，

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

还没停稳， 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
上
,

“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
见过这样挤法，连针都插不进了。第一批挤上
去的是强壮的年轻汉子， 他们的身体像一堆
货物， 塞在车厢的走道间， 彼此直着脖子站
着。 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
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 其余的
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

荩

延伸阅读
国务院关注新中国铁路春运
◆1957

年国务院首次发布春运工作指示
1957

年， 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

要求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
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 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
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1981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春节
运输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把组
织好春节运输工作列入当前重要的议事日程，认真控制
旅客流量，认真抓好安全工作，各级交通部门要提高客运服务
质量。此后，春运工作变为国务院直接抓，各部委各司其职。

20

世纪
90

年代的高峰时期，参与春运工作的国家部委多达
12

个，此
外还有解放军三总部。

◆1979

年铁路春运旅客突破
1

亿人次
新中国的春运，

20

世纪
50

年代以职工探亲流为主、

70

年代学
生流开始加入，

90

年代民工流大规模爆发，进入新世纪，基本以三流
叠加为主，春运旅客运送量从

1954

年第一次有据可查的
2300

多万
人次开始，逐渐上升。

1979

年，铁路春运旅客运量突破
1

亿人
次。

1984

年，“大春运”形成后，全国春运共运送旅客
5

亿多人
次。

1994

年突破
10

亿、

2006

年突破
20

亿，

2012

年突破
30

亿。

2014

年春运，预测客运量将达到
36.23

亿人次。

◆1983

年春运开始包含各种交通方式
新中国的春运，从

1954

年开始，确定了“由铁道部统一指
挥协调，必要时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
协助”。春运组织上升到了整个铁路系统层面。

1983

年，春运范围再
次提升，由“铁道部统一协调，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协助”变为“铁
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 从这一年开始，各种交
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大军，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

◆1988

年铁路春运时间最长
63

天
新中国的春运，从

1954

年开始正式明确了时间。

1954

年
的春运期限为

1

月
21

日至
2

月
20

日，时间长达一个月。

1959

年， 春运期限为
1

月
15

日至
2

月
28

日， 延长半个月。

1975

年，春运期限为
1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两个月，长达两个月。

1988

年，春运期限为
1

月
18

日至
3

月
20

日，共
63

天，成为
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年。这一年，民工潮集中爆发，《人民日
报》刊发了《全国每天有

70

万人站着乘火车》的报道，报道显
示，从春运到暑期，主要干线的特、直快旅客列车超员率都在
40％

以上，个别车次有时竟高达
100％

以上。此后，春运压力不
断增大，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初， 春运时间均在
40

天以
上，五六十天屡见不鲜。近年来，春运时间稳定在

40

天。节前
15

天，节后
25

天。 （据《北京青年报》）

民国时期的春运：

“连针都插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