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工人村并不是一个行政村落，而是一个工人集中居住的住
宅楼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建成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生活区。从1952年开始
大规模建设，到上世纪90年代工厂转型、工人村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到如今的旧貌换
新颜，沈阳工人村不断续写着自己的生命履历，也在不断绽放着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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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正式
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沈
阳防爆器械厂只是一个开端，之后，
沈阳市铁西区企业倒闭破产、工人
下岗等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商
国华在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
本小说里，还是根据当时真实场
景，写下了工厂即将拆迁，工人们
难分难舍、纷纷下跪告别老厂区
的画面——

“佟大开、赵长江和护厂队的师
傅们不由自主地向铆焊车间的大墙
鞠躬，几十个围观的老工人如同接
到了朝拜的指令，突然齐刷刷地跪
在了地上，他们用拳头、用手掌一次
次拍打着脚下的土地，大声地、断断

续续地喊着：‘伙计，对不住了！老
哥们儿都来了！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吧！’一时间，哭泣声、呼喊声掩盖了
吊锤、发动机的轰鸣。”

在如此悲凉的氛围里，与国有企
业相附相依的工人村也面临拆迁改
造的命运。经过50余年的使用，工
人村的房屋出现了管线老化、墙体裂
纹等问题，急需改造。尤其是几家共
用一个卫生间、厨房，这样的硬件条
件已落后于当时的其他住宅区。

2003 年，按照铁西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规划，沈阳工人村开始了
大规模的拆迁改造。2004 年春节
前，曾在工人村居住了半个世纪的
老住户们搬进了焕然一新的工人新
村。对这里的人们而言，生活，跃升
至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起点。

数据显示，在工人村一期动迁
改造中，改造面积 1.1万平方米，居
民的居住面积由原来的人均8平方
米增加至17平方米。之后，工人村
拆迁改造二期、三期工程相继启动。

2007 年，工人村生活馆所在的
7 幢老楼作为工业遗产被保留下
来。工人村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足
迹分散在生活馆的角落之中。

在商国华看来，生活馆只是沈
阳工人村保留下来的一个硬件窗
口。尽管“工人村”已被“工人新村”
所取代，但工人村曾经的精气神仍
在这片区域内涌动。

“每到傍晚，暴走队员打着红旗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那股子雄赳赳、
气昂昂的劲头，就是当年工人村里
工人们的劲儿。”商国华说。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就是工人们的劲儿”

“路两侧的工厂就像摆在案板
上的饺子一样，一个挨一个，而且都
是国字号的大工厂。”

2014 年，沈阳市铁西区文联主
席商国华以铁西工业区的嬗变为历
史背景，创作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
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在这本书
里，他用上述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了
当时铁西区工厂之密集程度。

商国华的成长、工作与生活一
直没有脱离开铁西区。他对铁西工
业及工人村的熟稔远超他人。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市铁西区
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
多人形容铁西区是“共和国工业的
装备部”。工业、工厂、工人，当新中
国的工业化在这片土地上铺陈开来
时，作为工业与工厂相配套的工人
生活区，同样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
点。

1952 年，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
依然弥漫，起始于1953年的“一五”
计划在这一年已经萌芽发端。这个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
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一个
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
改造。

辽宁承担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重
任，而沈阳市铁西区则成为重中之
重。

1952年9月，根据党中央“在提
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
指示精神，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
1200 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住宅
区，有着“东方鲁尔”之称的铁西区
成为承载地。

9 月 23 日，尽管初秋已至，但
7000 多名建筑工人奔赴工人村施
工现场，按照苏联设计的“三层起脊
闷顶式住宅”的图纸，热火朝天地奋
战在建设一线。当时在建筑工人中
间传唱着一首歌，其中一段的歌词
充满着豪情壮志——“和平的花朵
遍地开，座座高楼盖起来，昨天还是
荒野草地，几天就让他楼成排”。

正如歌词中所写，在天寒地冻
中，真的“几天就让他楼成排”。当
年12月份，工人村第一期工程就完
工了，79 幢三层大楼、3396 间家属
和职工宿舍正式交付，建筑面积超
过10万平方米。

这些住宅楼现代、气派，楼内不
仅有上下水、煤气、暖气，而且卫生
间也在室内。如此先进的配置，令
那些常年居住在低矮平房里的人们
羡慕不已。

一期工程结束的两年后，第二
期工程又续建了 13 幢楼；1957 年，
再次续建51幢楼。至此，沈阳工人
村形成了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40 多万平方米、共计 5 个建筑群
的大型工人聚集生活区。沈阳市也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设大
型工人生活区的城市。

建成后的工人村位于沈阳市铁
西区西南部，东至现在的卫工街，南
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
路。工人，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工人，
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几天就让
他楼成排”

走进沈阳铁西工人村历史文化街区

5个建筑群承载火红年代的记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标本，用这个词来形容沈阳工
人村生活馆的建设意义，是比较准
确的。

当时间之手在 2003 年之后重
新摆布沈阳工人村的格局，工人村
生活馆就是记录与保留当年工人生
活印记的标本。

工人村生活馆位于沈阳市铁西
区赞工街2号，在起始于2003年的工
人村拆迁改造工程中，工人村生活馆
所在的7幢楼被保留了下来，不仅避
免了被拆除的命运，而且转身成为重
现当年工人生活风貌的展览馆。

生活馆通过对不同空间的分

割，复原、浓缩了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年代工人村里工人的生活场景。

走进副食品商店，小块黑板上
用白粉笔写着当时的菜价——“冬
瓜 0.05 元、猪肉 0.47 元”，旁边的菜
摊上，土豆、黄瓜等常见蔬菜摆放案
头，当年的生活气息似乎在这里折
身而返。

生活馆复原了部分全国劳模当
时的家中原貌。作为上世纪 60 年
代居住环境的代表，全国劳模董朗
泉的家位于生活馆二楼一处房间
中。按照当时的设计，工人村内两
家共用一个厨房与卫生间。走进董

朗泉家，一张双人木制实木床正对
入户门，局促的房间内，摆放着一对
沙发、一个书柜和一张写字台。墙
壁上，伟人画像高高悬挂；写字台
上，旧式台灯、书架一字排开。整个
空间氛围正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典
型工人家庭生活的反映。

沈阳工人村生活馆的现任安保
负责人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这位
生在工人村、长在工人村、工作在工
人村的“老工人村人”对这片区域十
分熟悉。在带领记者参观不同时代
的房间时，他都会讲出一些发生在工
人村里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当年
的‘工人村’就是高档住宅区。”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当年的沈
阳工人村的确配得上“高档”二字。
随着工人村住宅楼的相继完工，粮
店、幼儿园、邮局、消费合作社等配
套设施陆续成立。不仅如此，工人
村的绿化面积高达 70%，绿树青草
掩映之中，还设置有单杠、滑梯等游
乐设施，供居民和孩子锻炼身体、休
闲娱乐。

档案中记载，工人村的第一
所幼儿园建于 1957 年，当时的幼
儿园实行“长托制”，孩子们的生
活 用 品 由 国 家 来 统 一 调 配 、供
应。为了保证工人子弟的身体健
康，当时的幼儿园孩子可以享受
到国家供应的细粮，还可以喝到
牛奶、豆浆等。

工人村是沈阳国有企业住宅
区与家属生活区。工人村建成之
后，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冶炼厂
等 44 家企业的工人进驻工人村生
活。

不过，当时的入住门槛较为严
格，只有劳模和对企业发展作出贡
献的企业干部才有资格进驻工人
村。曾在沈阳第一机床厂担任过车
间副主任、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后
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叶选平也曾在
沈阳工人村居住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人
子女纷纷结婚、成家，工人村也出现
了一家七八口人挤在狭小房间过日
子的情况。随着人口的迁入与迁
出，这时的工人村，居住人员的成分
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当时的工人村就是高档住宅区”

本溪博物馆经过两年的封闭改
造，今天开馆，为观众呈现一道精心制
作的本溪历史文化大餐——《山魂水
魄——本溪文物中的历史》。展览采
用文物结合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展现
了 50 万年来人类在本溪的青山秀水
间所走过的历程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
文化，进一步厘清本溪的城市发展史。

记者踏足本溪博物馆，亲历精心
打造的崭新文化之旅。

在展区参观，虽然没有看到一些
博物馆常见的射灯，但是展区光线非
常明亮、柔和，令人愉快很多。

本溪博物馆馆长靳军告诉记者：
“《山魂水魄》展览布展前，我们进行了
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借鉴了国内一
些先进、优秀展馆好的做法，还把观众
在以往观展时留下的宝贵意见吸收了
进来。”

现代的本溪是一座煤铁之城，那
么这座现代城市的历史根脉来自哪
里？这是观众曾经提出的一个重要问
题。《山魂水魄》展览通过实物做出了
回答。在展区的结尾处，展柜中立着
两个外表粗糙的容器，这是明代冶铁
用的坩埚，是第一次被公开展出。

两个坩埚是本溪博物馆特聘专家、
研究员梁志龙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并用
自行车驮回馆里的。据介绍，作为明
代本溪冶铁业发展的实证，坩埚在本
溪出土很多，但是由于冶铁工序的原
因，即注入铁水的坩埚在铁水凝结
后通常被打碎以便取出铁锭，所以
后人难得见到完整的坩埚，多是破

碎的残片。
人们无法知道带有明显烧灼印记

的坩埚完整保留下来的原因，不过，经
历数百年时光，它们在本溪博物馆又开
始承担起新的讲述城市历史的使命。

与冶金相关的其他文物在本溪有
大量发现。

本溪地区曾经出土多件带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此次展览为这些
文物分别设立了独立展柜，像人们过
去只透过展柜玻璃单一视角欣赏的镇
馆之宝——重圈双钮六鸟纹铜镜、带
剑钩、剑镖的青铜短剑三件套等，今后
可以围绕展柜尽情观看，切身体会当
年拥有这些物品的貊人首领的威严与
气度。

与之相邻，有 4 个独立展柜分别
展出了弦纹青铜壶、青铜短剑、青铜镜
和铜肩甲牌饰，这几件文物也是首次
展出，它们来自于2015年考古清理所
取得的成果。这些文物所属年代为战
国中晚期，其中的弦纹青铜壶是辽东
地区首次发现，被人们誉为“辽东第一
铜壶”。

记者还注意到，距今3000年的马
城子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被摆在了显
著位置。在马城子文化陶器展区，一
排排暗灰色的陶罐当中，有一个带有
深色茄形装饰的红色陶罐非常抢眼，
这是马城子文化遗址目前出土的唯一
品。专家分析，3000 多年前，这件陶
器对于马城子先民来说，应该是“舶来
品”，人们甚至找到了它的出处，即沈
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先民。

新增两个坩埚回答了观众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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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明代坩埚
见证本溪冶金史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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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铁西工人村历史文化街区

时间
1952年至今
位置
沈阳市铁西区
核心保护面积
9.76公顷

建成后的工人新村。

工人村住宅楼外景。

1956年，董朗泉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图为董朗泉的家。

战国时期铜肩甲牌饰。

明代坩埚。战国时期弦纹青铜壶。

梁志龙告诉记者：“我们的展览名为
《山魂水魄》，大家都知道本溪的山水很
美，那么山水的魂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
文化，这正是我们想要展现给大家的。”

《山魂水魄》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为“远古岁月、洞里乾坤——石器
时代的本溪”“千年时光、貊人世界——
夏至汉代初期的本溪”“大山深谷、开国
立都——汉唐时期高句丽统治下的本
溪”“文化互鉴、民族融合——辽至清代
的本溪”。

或许是因为文物本身所特有的沧
桑感，或许是出于保护文物的实际需
要，很多城市博物馆的光线都略显昏
暗，参观时间略长，人们难免会产生压
抑甚至困倦的感觉。在展区灯光安排
上，他们与装修公司反复研究，在保护
好文物的前提下，结合文物的具体特
点，力求最大可能地把文物的风貌全
面展示出来。

整个展区，共安排了 100 余段文
字，配置160多幅图片，推出了1000多
件展品，比此前展览增加了400多件，
其中多数文物是首次展出。这些措施
较全面地回答了观众的疑问。

展区起始部分，过去为了突出庙
后山遗址发现“东北第一人”的重大考
古成就，曾经布置了一个宽大的厅。
新的展览却是由一条类似时光隧道
的、灯光变幻的长廊开始，两边依次展
出庙后山人生活复原场景，考古发掘
的出土文物等。

对于庙后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观
众留下的疑问是，50万年前的庙后山
人后来去哪儿了？他是偶然经过本溪
地区的山岭，还是后来世世代代地生
活在这里？

近年来，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
支持下，本溪市在史前考古调查方面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也较好地回答了
人们的问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庙
后山人不仅没有离开这片山水，而且

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在太子河上游的
本溪县，人们相继发现了东洞遗址、香
磨南山遗址、黄岭岗遗址；在浑江中下
游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人们又发现了
牛鼻子遗址、四道河遗址。

人们如今在《山魂水魄》的参观线
路上，看到的本溪史前文化，不再是一
个孤立的点，而是由诸多个点连成的
绵绵不绝的历史长线，一目了然。

那么，为什么古代人类会选择在
本溪地区活动？考古专家从本溪的地
形地貌特征中找到了答案：本溪位于
辽宁东部山区，面积 8420 平方公里，
老秃顶、花脖山海拔超过千米，太子
河、浑江在大山深谷间奔流不息，森林
茂密，林间物产丰富。与现代人所喜
爱的游山玩水略有不同，本溪的山岭
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喀斯特地貌发
育良好，山上多有可躲避风雨的洞穴，
非常适合采集、捕猎时期的人类活动。

展厅中所陈列的珍贵文物包括镇
馆之宝——50 万年前直立人的上犬
齿，以及同期出土的石器、各种史前年
代的动物骨骼，满足人们多样探究需
求。记者留心观察了一下，那对剑齿
虎牙齿也在展出之列。专家分析，这
对牙齿可能属于幼年的剑齿虎，它们
的发现是考古专家反复检查庙后山的
文化堆积层，在泥土中小心翼翼地清
理出来的。它们是 50 万前本溪地区
自然状况的重要实物证明。

50万年前人类就爱上辽东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