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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车架、两只车轮，不用燃料、全凭脚蹬。利用这种叫做自行车的代步工具，人类已
经走过了200年。究其源头，人类百年的骑行之旅始于一座莱茵河畔的德国小城———曼海
姆。曼海姆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北部，距法兰克福80公里，与路德维希港隔河
相望。这座拥有30万居民的德国城市，不仅以其独有的棋盘格式的城市规划闻名于世，更
与人类交通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

“行走机器”
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在这里制造出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汽车； 而比这再早69年，即
1817年6月12日，32岁的德国男爵卡尔·冯·德莱
斯跨上自己发明的木制两轮“自行车”（德语直译为
“行走机器”），完成了14公里骑行，翻开了人类骑
自行车出行的历史。

事实上，德莱斯发明的“行走机器”只是现代自行车
的雏形。之后几十年间，欧洲人又给自行车加上链条、刹
车闸、脚踏板、充气轮胎等结构，自行车才慢慢呈现今
日模样。

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曼海姆科技馆举
办了“两只轮子———两百年：德莱斯男爵与自行车
的历史”大型展览，展出了1817年以来上百辆自行
车，连贯讲述了自行车的发展历程，吸引数万名参
观者。其中，两辆附有德莱斯专利证明的第一代自
行车，即“行走机器”真品是展览的亮点之一。

相伴成长
记者在曼海姆科技馆见到资深策展人托马斯·科

施时，他正忙着筹划将部分临时展出的自行车转为该
馆的长期展品。关于办展的初衷，科施说，一方面是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德莱斯男爵在曼海姆发明自行车
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想传递自行车未来具有长期价
值这一观点。

“自行车是最节能的交通工具， 没有比这更实
际、简单的出行方式了。”他说。在科施看来，自行车
在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人、社会、自行车可谓相伴成长。

科施说，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自行车起初是
富人的玩物， 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 直到
1895年，自行车发展成为现在的模样，并在西方进
入大规模工业生产阶段，“随着价格降低，工人也买
得起。”

20世纪20年代，自行车成为德国最普遍的交通
工具，几乎人人骑车。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国进
入摩托时代，人们开始热衷骑摩托车、开汽车。自行
车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只有年轻人、穷人和没有驾照
的人骑。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自行车重新
回归德国人生活，不过之后，自行车基本成了人们休
闲娱乐的工具。

中国故事
相比西方，自行车在中国的发展起步

晚，在许多国人心中也留有难以割舍的情
结。对此，科施早有耳闻，他特地寻求上海
科技馆的帮助，从中国朋友那里获赠一辆
凤凰牌自行车。 这位中国朋友告诉科施，
20世纪70年代弄到这样一辆自行车特别
不容易，特别自豪。当时的满足感与日后
挣钱买辆桑塔纳不相上下。

科施告诉记者，展览期间，这辆凤凰
牌自行车和它背后的中国故事引起了不
少德国参观者的兴趣。科施还注意到共享
单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红火的共享单车
市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这是未
来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发展的一个
正确的方向。

就在展览结束后不到半年，中国共享
单车企业进入德国。摩拜单车11月21日宣
布在德国首都柏林投放700辆共享单车，
为这一热爱自行车的国度增添共享骑行
体验。而中德两国因自行车产生的关联与
趣事，可以回溯百余年。自行车传入中国
是在晚清，那时名字还没有统一，人们把
它叫作“自转车”“脚踏车”“自由车”……
这一舶来品在当时人眼中是“时尚”的代
表。德产自行车那时已经远销中国。

德国媒体十几年前报道中国时， 不乏
偏颇观点，常引用一句流行歌曲歌词“北京
有900万辆自行车”，引申含义是中国人口
众多， 私家车尚未普及， 出行靠海量自行
车。随着人们环保、健身意识的加强，“两轮”
出行又重新流行起来，“900万辆自行车”也
越来越少被德国媒体提及。 而新近德国媒
体提及， 便是报道中国的共享单车。《世界
报》 网站今年早些时候刊登一张杭州共享
单车的图片。 图片说明提及中国倡导绿色
出行的努力：“传说北京有900万辆自行车。
图中杭州的供租赁的单车就有2万辆。”

实际上，共享单车在中国的投放量已
以千万辆计，这句歌词如今说来就更牵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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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轮子两百年
骑行始于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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