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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廣九鐵路開通運營，但因為軍閥混戰、日寇入侵
以及連年內戰等，列車時開時停，粵港之間交通十分不

便。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因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限制，廣九
鐵路依然無法實現直通運輸，列車只能分段運營。

「三趟快車」 供港澳逾40年
1962年，在周恩來總理親切關懷下，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和鐵道部為

適應供應港澳鮮活商品「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要求，分別自上
海、鄭州、武漢三地始發，每日「定期、定班、定點」開行「三趟快
車」，滿載供港鮮活商品，經深圳運抵香港，為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發
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趟快車」開通40多年間，共開行了4萬多列，僅供應港澳市場的活

豬和活牛已達1億多頭，平均每個香港人折合10多頭；同時還運輸了10億
多隻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被港媒譽為「香港同胞的
生命線」。如今，「三趟快車」已停運，但內地多種優質農產品依然經由
其他交通方式供給香港，這條「生命線」將永不停息。

廣九直通車 搭載多國政要
十年文革內亂結束後，隨㠥內地特別是廣東與香港的交往日趨密切，

被長度僅50米的羅湖橋所阻隔的廣九鐵路，凝結出兩地民眾的強烈意願
——粵港直通。1979年初，鐵道部向國務院申報的一紙《關於開行廣州
—九龍直通旅客列車問題的請示》，拉開了籌備直通客車開行的序幕。
1979年4月4日，首列廣九直通車從廣州站開出，在當時各種交通工具

還不很便利的條件下，其橋樑作用顯現無遺，隨即在對外開放上發揮出
特有的功用。據有關資料記載，僅1979年4月到1980年年底，便有包括時
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基辛
格在內的25個國家和地區的首腦及外交部長，在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時，乘坐直通車出入境。
伴隨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和擴大，廣九直通車從初期每天開行1

對，到1980年2月增至2對；1984年、86年分別增至3對、4對；1999年
6月增至7對，還陸續開通佛山直達九龍的佛九直通車，佛九直通車延
長至肇慶，北京和上海至九龍紅磡的直通車。期間，帶㠥資金到廣
東、內地談生意，找投資項目的商人大幅增長，引爆香港製造業大舉
北上熱潮。如今，珠三角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重要基地，有7萬多家
港企在此生根。

30年送客6千萬 促進經濟合作
2003年起CEPA實施，內地開辦赴香港個

人遊業務，廣九直通車更大幅增加班次，至
今增至每天12對。到08年6月，個人赴港遊
的內地客突破3,000萬，其中廣東居民逾八
成；這些旅客絕大部分乘坐廣深城際和諧號
和廣九直通車進出香港。據廣鐵統計，僅廣
九直通車的客流，就由1979年全年僅30多
萬，到2008年飆升至300多萬；近30年來共
運送中外旅客6,020.1萬人。
粵港一家親，鐵路直接拉近兩地人民心

的距離，並真正融入了兩地生活的深處。今年63歲的香港人蘇素莉每
半個月就要到廣州走一趟，家中親戚多，她走親戚連帶㠥給兩邊開小
商舖的親友帶些小商品。她告訴記者，輪船、巴士、飛機她都坐過，
但還是覺得直通車最好。「好在準時、方便、安靜、服務好！現在，
直通車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離不開了！」目前廣深鐵路已有四條線
路，它的技術改進及管理運營模式也創造了中國鐵路發展史上的多個
「第一」。時至今日，廣九直通車、廣深和諧號仍是港人、港商北上的
重要渠道，為粵港經濟的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粵港間，原居民超過60％的家庭有兩地親屬關係。在廣九鐵路修通
之前，從香港到廣州的主要方式是乘搭「大火船」，省港之間的水路航程
需要行走7個小時左右。鐵路修通了，粵港兩地居民之間的行程先後縮短
至五小時、兩三小時，同城化趨勢顯現。
新加坡商人李隆躍旗下有4家公司，廣州兩家，香港和澳門各1家，

「大約每隔兩天我就要在香港和廣州間來回一次，大多是當天往返，主要
坐直通車。」他掰㠥手指頭列舉坐直通車的好處：簡單方便，辦理過關
手續後，只須一次乘車就可抵達；舒適快捷，用餐、飲水、如廁均很便
利，加上相對寬鬆的空間和可無線辦公的環境條件，基本不浪費時間。
「廣九直通車就像一座橋，讓我們自由地行走在橋的兩端。」李隆躍的形
容恰如其分。

從「單向流動」 到「雙向互動」
原廣九直通車列車長畢江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車上的旅客幾乎

是清一色的外賓、華僑和港澳台同胞，內地旅客往來香港的很少，呈現
出明顯的「單向流動」的特點。但1997年香港回歸後，尤其自2003年實
施CEPA和個人遊政策以來，內地客逐年大增，目前內地出境旅遊購物客
和商務客佔到70%左右，「雙向互動」成常態。直通車上的客流構成和
旅客出行目的，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反映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差距正日益
縮小，也見證㠥兩地民眾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嬗變。過去，在不少港
人心目中，內地消費品匱乏，文化生活單調，和香港的生活有本質差
異，攜帶服裝、食品、電器贈送內地親戚的港客更是相當普遍。如今，
工作、居住在珠三角或工作在港、住在珠三角的港人越來越多，很多港
人還從內地購買物美價廉的生活品。
據香港國際置業公司調查，香港回歸後，港人平均每年在內地買走2萬

套房屋，其中逾4,000套是廣州的樓盤；而在東莞的常平鎮，60％樓盤的
買主來自香港。調查還顯示，在內地置業的香港人，有35％因工作需要
而購房，有30％用於投資盈利。畢江說，如今已出現了一大批頻繁往來
粵港兩地的「穗深港都市圈候鳥群人士」，且近年香港各大學在內地招生
規模不斷擴大，赴港讀書的內地生成為直通車上一道新的景象。「很多
旅客都對我說，『現在廣深港之間生活差異越來越小，交通聯繫越來越
方便，就像是同一座城市』。」

內地人南下赴港遊，港人北上內地經商

求學，這一來一往的南北融合，加深㠥兩

地人永固的友誼。廣九鐵路則在其中，默

默地承擔起溝通兩地人、交流兩地情的責

任；而其直通車服務方式的發展變化，也

從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鐵路的裝備水平和

現在差距很大，絕大部分是無空調、運行

速度緩慢的普通旅客列車，俗稱「綠皮

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形藍白相間、

漂亮優雅，內部全列軟座、全列空調、每

節車廂配有電視、遊戲機的廣九直通車顯

得「一枝獨秀」。

列車員是中國鐵路形象大使
「到廣九直通車上工作，是當時幾乎所

有列車員的夢想！」在廣九直通車工作了

20年的原列車長畢江說：「選拔乘務員的

標準十分嚴格，不僅要求相貌好、氣質

佳、業務精，更加重要的是要政治素質過

硬。我所在的先進班組『廣九二組』，其

前身『廣深二組』便曾以『頂香風，拒腐

蝕，永不沾』而名揚全國。」

每次出乘前，畢江都會叮囑車班的同

事：「直通車的列車員就是中國鐵路的形

象大使。」當時，廣九直通車的乘務員公

寓在香港九龍尖東漆咸道，沿街都是繁華

的商業樓群、夜總會，花花世界徹夜輝

煌。「由於我們的服務給旅客留下了良好

印象，不少港客邀請我們到港後逛街、喝

茶。」畢江說，但這麼多年來，沒有一名

列車員違紀私自外出，也沒一名列車員做

出走私逃稅、滯留不歸等事，展示了中國

改革開放的服務形象。

「現在早就不用擔心列車員有『外心』

了，因內地與香港的差距正不斷縮小，不

比香港差。」畢江稱，如今列車員政審條

件也早淡化了，但其它選拔標準仍要求嚴

格，「標準身高一米六以上、具高中以上

學歷、形象姣好」的空姐標準也僅是基本

條件，至少還要經過「三車」（慢車、普

通車、廣深高速車）、「三語」（粵語、普

通話和基礎英語）的一定年限「培訓」，

表現較優秀的才能被選拔上直通車。

為適應旅客的新需求，廣九直通車推出

許多創新服務，其中有不少還開創中國鐵

路的「第一」：第一次在列車上售賣商

品、提供廣式早茶和自助餐服務、推行

「無干擾服務」等。

近年配合CEPA的實施，又推出更多便

利服務：在穗港兩地實行聯網互售返程車

票，車票的預售期長達60天；列車上配備

了殘疾人輪椅、活動坐便器、防寒保暖披

肩；向旅客免費贈送純淨水、提供兩地天

氣預報；設立回郵信封和重點旅客「愛心

服務卡」等。

廣九直通車被譽為「一直擁有全國鐵

路系統最好的服務」。香港特區立法會

原主席范徐麗泰乘車時有感於服務優

質，曾寫下「服務周到、賓至如歸」八

字。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坐車

後也讚揚服務周到，主動與乘務員合

影，並稱他來往穗港會首選乘坐廣九直

通車。而香港特區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

也在乘車時寫下「感謝您們專業的服

務」，讚揚列車上的優質服務。

車靚人正賓至如歸

廣九鐵路開粵港直通之先，一直在為探索粵港全方位跨境交
通便利上扮演啟蒙角色。嘗到直通「甜頭」的兩地社會，也一
直謀求實現兩地交通的更加便捷，最終形成大珠三角一體化。
跟隨1979年廣九直通車輪動，1980年、1981年粵港間又先後

開通了「飛翔船」客輪、直通巴士。如今，廣九直通車每天開
行12對，單程100分鐘左右；「飛翔船」開行9個航班，120分鐘
抵埠；飛機開行6個航班；直通巴士則遍及廣東各市、縣、
鎮，僅廣州市從5時到20時，每隔30分鐘就開出一班直達巴
士，大珠三角兩小時交通圈已大致成型。

大珠三角打造一小時生活圈
雖然目前立體化、多功能的粵港跨境交通工具選擇不少，但

最受歡迎的，還是廣九直通車。記者在互聯網上搜索搭乘什麼
交通工具去香港最方便，熱心人的回覆，總是把廣九直通車放
在第一位，推薦的理由總是很充足：從市區到市區，和當地的

地鐵、公交車「零距離」換乘，快捷方便，環境好，空間大，
服務優。
現時，大珠三角同城化交通需求日趨殷切，「直通互聯」是

每個城市部署交通規劃的重要準則。於是，廣深港高鐵、廣珠
城際、廣佛地鐵和穗莞深城際軌道等等一大批城際快速交通建
設大興土木，未來預期終能實現珠三角人居一體化的目標。
其中，廣深港高鐵時速高達300公里/小時，還預留㠥「一地

兩檢」的通關便利安排，被譽為「新一代直通車」；預計到
2015年香港段正式投入運營後，由西九龍至廣州石壁，車程最
快不需要1個小時，接駁到湖北武漢，也只需5小時，列車開行
對數和運載能力也將會明顯提升，成為大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
的重要「催化劑」。

跨境工具多樣 鐵路最受青睞

廣九鐵路自1911年開通運營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
立，因為軍閥混戰、日寇入侵以及連年內戰等原因，
列車時開時停，十分不便。1949年10月，新中國成
立，但因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限制，廣九鐵路無
法實現直通運輸⋯⋯明明是一條鋼軌相連的鐵路，直
達終點卻是那樣可望而不可即！
新中國成立後，廣九鐵路上的列車依然只能分段運

營：貨物列車在距離深圳河4公里的筍崗站（現為深
圳北站）停車，旅客列車在深圳河旁的深圳站終止；
貨車須由外貿部門辦理各項出境手續後，方能駛過羅

湖橋，旅客則須在深圳站下車，通過邊防檢查

和海關後，再步行穿越羅湖橋，到橋南側的羅湖移民
局辦理入境手續，然後登上羅湖到九龍尖沙咀的火車
⋯⋯
粵港間親情的交流，商務的往來，被長度僅50米的

羅湖橋阻隔。多少港商想在內地建廠，卻因交通不便
而躊躇；多少港人想回鄉探親，只為拖兒帶女過羅湖
太辛苦而卻步。這其中，多少的艱難、多少的期盼，
在30年的漫長歲月中，凝結為兩地人的強烈意願——
粵港直通。

改革開放，必須交通先行，鐵路正是最早的先行
者。1979年，鐵道部向國務院申報了《關於開行廣州

—九龍直通旅客列車問題的請示》，並很快獲得國務
院「積極進行直通客車的籌備工作，力爭盡快開行」
的批覆。

1979年4月颳起直通旋風
在鐵道部的主持下，當時的廣州鐵路局和港方的九

廣鐵路局經過反覆磋商，制訂了《廣州—九龍直通旅
客列車辦法（草案）》及附件；會同廣東省邊防檢
查、海關、動植物檢疫等部門和香港移民局，共同確
定了廣九直通車的聯檢及通關辦法；在廣州站東側增
建了站台、股道和聯檢設施。
1979年3月16日，廣九直通車按照新鋪劃的運行圖成

功地完成了試運行。1979年4月4日8時30分，首列廣九
直通車從廣州站開出。正在中國內地訪問的香港總督

麥理浩夫婦參加通車典禮，並乘坐首趟廣九直通車返
港。時任鐵道部副部長耿振林為通車剪綵。
廣九直通車的開行迅速在粵港間颳起強勁的直通旋

風：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香港各大報紙的頭條被廣九
直通車的字樣所佔據，從「美麗的姑娘、美麗的車」
到「從此粵港不遙遠」。列車服務設施、旅客乘車感
受、知名人士感言、廣九直通車的每件小事，都被報
紙反覆報道。就連列車長的臂章，都寫出了《大車長
小牌子》的文章。香港社會上至港督下到百姓，人人
對此津津樂道。不少人專程趕到鐵路沿線，長時間地
等待，以目睹廣九直通列車為榮；更有不少人通宵排
隊，買一張直通車票嘗嘗坐直通車回廣州的滋味；列
車上，常有旅客拒絕列車員收回車票，「我要留做紀
念！」

歷史上屢斷屢通 廣九鐵路終相連

粵港兩地一線牽
連結內地與香港的生命線、經貿線、親情線

見證差距嬗變 推動粵港都市圈

作為內地首條通往香港的跨境鐵路，廣九鐵路

於金秋十月迎來通車100周年。一個世紀以來，

這條鐵路兩次中斷，但又兩次因它的無可取代而

恢復直通，成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生命線、經貿

線以及血濃於水的親情線。僅廣九直通車的客

流，在近30年間便翻了近10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藺廣凱、唐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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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廣九直通車上乘務員的選拔
標準十分嚴格，不僅要求相貌好、
氣質佳、業務精，更加重要的是要
政治素質過硬。

■廣九直通車的車站人員幫助年老
乘客下車。

■1911年10月，廣九鐵路開通運
營，至今已經有百年歷史。圖為當
年開通儀式照片。

■廣九直通車賓
至如歸的服務，
曾得到香港兩任
特首以及香港特
區立法會原主席
范 徐 麗 泰 的 讚
賞。

■廣九鐵路第八對直通
車開通儀式上的乘務員
合影。如今，廣九直通
車每天開行12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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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九鐵路現分為四線運營，廣深之間的「和諧號」列車也沿用這條
鐵路。

■早期的廣九直通車，乘客多是外賓。

■原廣鐵列車長畢江在廣九直
通車上工作了20年。

■廣九直通車開通初期吸引不少港人的好奇目光。 ■廣九直通車上懸掛的車標和車廂外觀。

■早期的廣九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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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中的廣九直通車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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