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铜黄包车雕塑 民国时期人物拉车雕塑 铸铜人物雕塑

产品名称 铸铜黄包车雕塑 民国时期人物拉车雕塑
铸铜人物雕塑

公司名称 曲阳县向雷雕塑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向雷
材质:铜雕
产地:保定

公司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路庄子乡尚庄村

联系电话  15512203295

产品详情

       黄包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黄包车前身叫“东洋车”，又称人力车，约1870年
创制。同治12年（1873年），法国人米拉看到黄包车便利，拟从日本购进，并向法租界公董局呈报一份
计划，要求“在两租界设立手拉小车客运服务机构”，并申请十年专利经营。

       中国最著名的古代马车自然是1980年出土的秦始皇陵的铜马车，两轮车，秦始皇千古一帝，难
道那时没有发明四轮车？错，你太低估古人的智力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有了四轮马车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陵出土的是两轮车呢？不能说两轮车比四轮车象征着更高的地位吧？原因都不在这
里。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第一点：地理因素。我国地域辽阔，众多地形错综复杂，且不说在战场上作战，用四轮马车会导致
无法灵活的转弯，最主要还是后车轮极有可能会卡在凹凸不平的地面，看似稳定的四轮马车实则会影响
机动性。

       其次第二点：经济因素。我国大部分都是汉族，属于世代相传的农耕民族，马在草场肥沃的
地方能够很好地成长从而为人们所用，而我国虽然游牧民族也很多，但是相比汉族的庞大数量也是杯水
车薪，所以马匹在中原地带是十分昂贵的，且饲养马匹的费用也是十分高昂，而二轮马车相比于四轮马
车、六轮马车等要节省马匹的数量，所以二轮马车占主导地位。

       最后：技术因素，我国确实有着四轮马车，六轮、八轮甚至二十轮马车，对，二十轮马车，
南北朝的侯景发明的，但是，还是没有动摇二轮马车的地位，因为实在是不好转弯。古代是有二十轮马
车，但是没有铁轨啊，转弯确实是个可以说很庞大的工作了，所以多轮马车仅仅能起到一个象征作用，
在实用性和灵活性方面都远不如二轮马车。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欧洲的先进技术流入中国
，我国的二轮马车才逐渐被淘汰。



        人力车有很多种，比如架子车、自行车等，只要以人力驱动的都叫人力车，黄包车是其中一
种。黄包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为引人注目,招徕生意,车身涂黄漆,故名黄包车。

随着人力手拉黄包车的逐步淘汰，现今在社会上流动最多的就是人力三轮黄包车，以人力脚踩为动力，
这样比以前拉黄包车的更为省力，其速度也有一定改善。

    “黄包车代表着一种传统，看上去古朴，而且乘坐方便，对景区尤其是西湖等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
景区来说，是种蛮适合的交通工具。在日本，很多景区就有这种黄包车存在，而且秩序井然。事情是件
好事情，但要出现好效果，关键还是管理要到位，要避免出现乱哄哄的情况。要设计好黄包车的旅游线
路、驻停站点，收费价格和车身样式要统一，最好黄包车夫的着装也要经过专门设计；此外，黄包车夫
的上岗应该要经过培训，规范营运，避免出现为抢生意半途乱拉客的情况。如果有了良好的游览秩序，
那投入黄包车对景区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民国初年，黄包车已风靡京、津、沪、汉等大都市。武进县于民国六年（1917年）筹建人力车
公司，民国七年第一家人力车公司合兴赁代所开始营业。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已有中合兴、北合兴
、老合兴等3家，另有快利一家未列入。民国十七年（1928年），西门通新闸、北门通龙虎塘、南门通湖
塘桥等处公路告竣，城区内有些街道拓宽，于是人力车通行范围大为扩展，人力车公司又有发展。民国
十七年后，相继开有福利、先后、利民、顺记、安泰等人力车行。

       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全县甲等人力车30辆，乙等人力车570辆。至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六月，本邑车行有合兴、快利、捷程等20余家，出租黄包车黄750辆。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抗战前未变。在此期间人力车夫已有2000余人，人（车夫）多于车近3倍。虽人力车一再限制发展，
但从业求车者无法控制。沦陷期间，仍有黄包车营业，敌伪新贵凭借势力，劫得老车商车辆为己有，成
为新车商。工人亦有购车自营者。

       民国二十年（1931年）奔牛也曾开办人力车行，有少量黄包车。县城至周围集镇通黄包车的已
有龙虎塘、湖塘桥、白家桥。乡镇除奔牛外，无此行业。由于下乡都是长途，黄包车夫拉车奔跑不胜劳
累，故黄包车在本县40余年历史，来乡镇者不常见。客运三轮车，为黄包车与自行车的结合体，容坐二
客，驾车者脚踏行驶，较黄包车拉行奔跑减体力不少。解放前夕常州城里有鸣凰人自备三轮车三五辆，
纳入黄包车行业经营。

       现在一提到人力三轮车,不同年代的人对它有着不同的记忆。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人力三轮车已
然变成一种具有怀旧意义的旅游观光工具,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想要再次体验这种亲近自然的交通
工具,只有到一些旅游青睐的小巷了。只是现今穿梭在胡同巷子里的人力三轮车,已然不是当年人们为了方
便出行而乘坐的交通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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