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奖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买‘刮刮
乐’中了30万，买‘双色球’中了300万。”2017年4月
1日下午，“双色球”第2017036期一等奖得主金先生
（化姓）在家人的陪同下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在办理
兑奖手续时，向宁波福彩工作人员描述了这个象征走
好运的预兆。

理性淡泊与求和法则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莫不是金先生天
天都想着中奖？其实不然，在与宁波福彩工作人员
沟通的过程中，“理性淡泊”与“求和法则”被金先生
反复提起，他形容这两个关键词如同自己的左膀右
臂一般，与他在彩市中共同进退。

“买彩票就是为了开心，比如中了5元钱，我就会
觉得今天很幸运，然后心情愉快了，工作就更有干劲
了。”金先生说，自己从学校毕业后就辗转于物流、工
厂、餐饮等行业，在完成每天繁重的机械式劳动后，他
会用福利彩票来让自己放松，“双色球”、“3D”、“刮刮
乐”等玩法各异的游戏，都成了他空闲时的娱乐选择。

不过就算是娱乐，金先生也在一开始就把投入
与期望设了限，每期投入不超过10元，不去奢求中
大奖是他立足彩市的基本准则。在选号方面，他凭
借着多年的游戏经验，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购
彩理论——求和法则。

什么是求和法则？原来金先生在每次选号时
都会根据“双色球”近期走势选择出若干个和值，然
后再把每个和值拆分成6个红球号码与1个蓝球号

码，如果碰到特别看好的号码，金先生则会选择沿
用红球号码、略微调整蓝球号码这一策略。

“双色球”教会他守时

这些年来，凭借着自己的好心态与购彩理论，
金先生收获了不少小奖，但不曾想到的是，在此期
间“双色球”给他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事情是这样的，2014年年中的某期“双色球”开
奖日，金先生带着一组精挑细选的“双色球”号码赶
到代销点投注时，已经是晚上8点03分。当夜，空着
手回家的金先生从网上查得了一个无比虐心的消
息，当期“双色球”一等奖号码与他想买的其中一注
号码完全一致。

“在工厂上班时我迟到一分钟，就得扣半天的
薪水，那次我迟买‘双色球’三分钟，‘扣’的钱足够
我打三辈子工。”谈及往事，金先生的脸上并没有表
露出太多的遗憾，相反他一再表示这件事让自己明
白，如果不守时，改变命运的契机会一而再再而三
地从身边溜走。直到现在，金先生还保持着手机里
设置备忘录，做什么事情都早到5分钟的习惯。

不会在意眼前的收获

这一次，金先生仅仅只投入了10元钱，却得到
了一个比梦境更加玄幻、更加美好的现实。面对这
个足以改变人生的千万大奖，金先生依旧淡泊：“我
不会在意眼前的收获，因为得到的不一定是得到，
我失去的才是我真正的得到。”

2017年3月28日起，凡在宁波“中福在线”港隆销售厅
单张一次性清零退卡10万至50万分者，即可获赠相应数量
的200元投注卡，送完为止！详情请询厅内海报。

娱乐地址：港隆时代广场9号楼102（欧尚超市后门斜对面）
娱乐热线：0574-87208836

现实比梦境更美好

彩友10元收获“双色球”千万大奖 2017年4月7日上午，福彩刮刮乐“吉庆有余”一等奖
获得者小王（化姓）与妻子一道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兑领
了一百万元奖金的同时，也彻底打消了妻子心中的疑虑。

4月6日晚，小王在福彩代销点买完“双色球”后，又顺
便兑领了上期中得的5注“双色球”五等奖，结果这一买一
兑仍有20元钱结余。“当时我觉得20元奖金有点鸡肋，还不
如买一张‘刮刮乐’碰碰运气。”很快小王就把想法转变成了
行动，在看中了刮刮乐销售柜中“吉庆有余”这款游戏后，他
便拿这20元奖金换了其中的一张。

“没想到刮开票面后，玩法五中出现了两个数字‘75’，
后面的奖金居然是100万。”说到这里，小王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该类玩法，在详读了好几
遍玩法说明后，他才相信自己中了奖。

这些年，许多人都谈“奖”色变，为了向妻子证明自己真的
中了奖，小王花费了不少口舌。原来中得大奖后，小王第一时间
回家向妻子分享了中奖的喜讯，结果妻子却回应：“是啊，你中了
一个亿，今天不是愚人节，别开这种玩笑好吗？”经过小王的再三
解释，不仅没有打消妻子的疑虑，反而让她起了疑心。

“这不，她以为我受骗了，一定要跟着来。”然而事实证
明了一切，至于这笔从天而降的奖金该如何使用，小王夫妇
表示要用来买房。

20元奖金换来刮刮乐百万大奖

“中福在线”港隆销售厅春季大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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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早期铁路建设（上）
□仇柏年

宁波建造铁路，最早应该是陈佩璋提出来的，他
在1897年就向浙省官府提出要集股兴办宁绍铁路。
此时，火车在中国出现已有三十多年，原先视火车为

“奇技淫巧”的慈禧太后，在李鸿章“进贡”的豪华小火
车上体验过后，对铁路的态度有了转变。大清国从中
央到地方的官员，特别是洋务派，已渐渐认识到“铁路
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
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所以，当公函转到宁波后，
知府自然是大力支持，不但将上级批示转发鄞慈镇三
县遵照，还要求各县派差护送陈及所聘洋人查勘路
线，以防当地百姓“藉端阻扰，造言生事”。

然而，对于中国的铁路建设，列强一直虎视眈眈，
千方百计想攫取筑路权，以进一步谋求各种利益。就
在陈佩璋提出兴办宁绍铁路的第二年，英国利用清政
府为应付对日赔款大举借款，取得了“五路”承办权，
英商怡和洋行代表与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
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合同》。也许是因为这一纸草
约，也许是陈佩璋资望不足，也许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如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曾多次告诫浙江地方：拟建铁
路不能构成对苏杭甬路的竞争，以免引发对英外交纠
纷。此后，陈佩璋兴办宁绍铁路计划便杳无音讯了。
但草约签订以后，英商却一直没有动工，仅在1898年
12月，来了一位工程师，由盛宣怀委派的属下一起来
了趟宁波，此后也没了下文。

英商这一拖竟过了七年时间。1905年7月，绅商
汤寿潜、张元济、夏曾佑等160人在上海集会，代表浙
省11府发起筹股自办浙江铁路活动，申请成立浙江铁
路公司。“以铁路为救时要图”的清政府，批准了浙路公
司的成立，并责成盛宣怀与英方磋商，撤废草约，“务期
收回自办，毋得借口延宕”。但英商岂肯善罢甘休，仍
强硬坚持草约有效，不同意废约。左右为难的清政府，
只得以“成约难废”，“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为由，出台了
一个“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折衷方案。“只准浙绅搭
股，但必须以英国资本为主，决定向英国借款150万英
镑，年息5厘，以路权作押”。时人认为这是在变相卖
路，《警告同胞》中说“人家有钱，偏逼着人家借钱，在面
子上看，好像不过是个笑话，笑外国人呆，其实这个里
面，借钱不过是个面子话，实情是霸占路线”。

对于修筑苏杭甬铁路，宁波本地一开始似乎并没
有显示出很高热情。1906年5月初，宁波商务总会邀
集绅董商议铁路招股事宜，磋商良久，也没讨论出什
么好办法，认为招股实非易事，如何办法尚须续行会
议。至7月底，开会多次，招股事宜始有头绪，鄞县奉
化两地认定股银十五万两。可见，对于建铁路，宁波
人是不紧不慢的。

但是，当听到英商强横霸道，朝廷软弱无能，自办
铁路要变为“借款修筑”时，立即激起了宁波人强烈的
爱国热情，拒款保路运动迅速展开，第一次拒款会有
千余人参加，第二次拒款会还作了分工：商界负责集
民股，学界负责拒英款。

1907年11月2日，宁波府中学堂致电铁路公司：
“抵制借款，以集股为最正办法。敝堂同人先集一千
五百元，聊尽涓滴之助，乞诸公力持。”17日，慈溪

“慈城商学界在中城两等学堂开会，集议拒款办法。
商会总理任杏卿首先认股三百元，于是众皆踊跃，共
认银三千两百元，并拟通信各乡商学界劝其量力入股
云”。26、27两日，余姚“姚江女学教员王琪龄、宋淑
贞、俞振邦、胡仁霖、施济民诸女士演说拒款问题。到
者百数十人，认股极踊跃，计教员、学生等共筹六千五
百余元”。1908年2月10日，奉化北乡萧王庙镇绅
民召开浙路集股大会，到会400余人。“由孙君表卿宣
布集股开会宗旨及浙路大略情形，继由陈君基明虞君
思才先后演说路股之利益及外人揽我路权之害。继
由孙君益甫申论路股利益说，……反复详明，人人感
动，当场共认七千三百六十三股，会毕而散，陆续来认
者，尚有多人”。 3月11日，《申报》以“宁波学界仍争
路权”为题。报道了宁波学界致邮部、外部，致江督、
浙抚，致日本留学界、杭州拒款会以及上海各报馆的
电文。其内容有：“……人民只知自款自造，借款二字
无论直接、间接均不承认。”“路局变，人心去，此后举
动不可思议。”“……民路民办，不认国有，无论签押与
否，仍速集股分投赶造。”宁波拒款保路运动声势浩
大，遍及城乡。

但是，铁路即将开建时，旅沪商绅与家乡耆老对宁
波火车站选址，产生很大分歧，直到1909年初，双方意
见依然不一。以周晋镳、严义彬、朱佩珍为代表的沪
方，主张将火车站设在江北岸，认为江北有四利，江南
四不便。担心车站若设在江南，地狭土松，费巨工倍，
水道不便，驳运不利。而以陆廷黻、陈星庚、张美翊为
代表的甬方，认为沪方理由不成立，主张将火车站设在
江南盐仓门外建船厂位置。甬方担心车站若设在江
北，不但要受洋人制约，更虑“吾浙人出数百万血本而
为洋人代兴码头，从此城内日索，洋埠日盛”，认为车站
设在江北是为人作嫁。后经汤寿潜、刘锦藻协调，沪甬
意见始归一致，火车站最终建在江北岸傅家道头。

铁路何时开始建设，有不同说法。浙海关税务司
柯必达记载，杭甬铁路“于1908年开始匆匆建桥铺
路，……但财力、精力很快耗尽，1910年夏终点站的
地基被清理，但没造什么建筑物。工程就这样停顿下
来，所有的外国雇员都被解雇了。”但《鄞县通志》记
载：杭甬铁路曹娥至宁波段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
十五填土动工，1912年9月1日甬站钉道铺轨。

渊源探究

1913年行驶宁波的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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