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9.9.18 星期三 编辑 陆娟 美编 王晨同

⑥

废弃工厂打造
全国最大工业题材博物馆

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14号，中国工业博
物馆便坐落于此。下午3时许，仍有少数游客前
来，感受独具特色的工业文化。

走进工业博物馆正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巨大的重达 50 吨、高 18 米的青铜浮雕，呈现的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炉钢水出炉时的壮观景
象，寓意着沈阳的工业沸腾不息、振奋昂扬的精
神。

而浮雕的背后，是由老厂房改造成的铸造
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
的。铸造馆建成后吸引了大批游客，反响非凡，
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共鸣，因为这是沈阳乃至东
北第一家工业类博物馆。

沈阳铁西区委区政府在原铸造馆的基础上
进行改扩建，2012 年 5 月 18 日建成并对外开
放。改扩建后的展馆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4.1万平方米，馆藏品1.5万余件，定级文
物300余件，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全面展示工业题
材的综合性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A级景区。现有通史、铸造、机床、汽车、铁西5
个常设展馆和冶金机械展区。铸造馆为不可移
动文物，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工业博物馆现在举办各种活动，已成
为教育交流、成果展示、文化鉴赏的重要场所。
这里每年吸引了 30多万来自海内外的游客，每
天平均 1000人参观。”王雪说，从中国工业博物
馆开馆起，她就在这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王雪介绍，中国工业博物馆还拥有完善的
功能服务区域和设施，包括多功能报告厅、贵宾
厅、纪念品商店、观众互动体验区等。

新中国第一枚
金属国徽由沈阳制造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里的各种藏品，包含着
历史和一个时代的精神。“就如展馆中展出的新
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虽然是按原比例仿制，但
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沈阳这个共和国工业长子
用汗水和智慧浇铸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王
雪说。

1950 年 9 月，当国家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
金属国徽的任务交给沈阳第一机器厂(后来更
名沈阳第一机床厂)的那一刻，全厂上下都万分
激动。激动过后，他们又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在
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从模具制作到最后浇铸都
有相当的难度。工厂推举了当时铸造技术尖子
焦百顺师傅带领铸造团队担此重任，由于当时
生产条件艰难，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主要凭
经验手工操作。

没有炉子，工人们砌了个砖炉；没有化罐，
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
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
铝水颜色的变化。

1951 年 4 月，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们硬
是凭目测、手工操作的精湛技艺攻克了难关，提
前20天完成了金属国徽的铸造任务。

同年5月1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庆祝国际
劳动节的喜悦中，凝结着铁西工人的心血和智
慧、爱国深情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悬挂在了天安
门城楼上。

记录沈城百余年工业文脉
中国工业博物馆中不仅有新中国成立之初

沈阳工业的辉煌，还展现出了这座工业老城百
余年的工业文脉。通史馆内，一张巨幅奉天造
币局的照片便是最好的体现。

王雪告诉记者，奉天造币局的前身是奉天
机器局，始建于清光绪22年，由于抵抗外来侵略
花销巨大，东北地区制钱短缺，于是依克唐阿上
奏光绪帝，在奉天机器局内开始铸造银元，这也
是东北地区第一家近代机器化工厂。

不过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
使用强硬手段，将其变成了奉系军阀的私人企
业，之后造币厂便停工了。2次直奉战争后，奉
系军阀军费消耗巨大，不得已在东三省兵工厂
恢复造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略东北，1932年
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急于掠夺占领区资源
的日本最先想到的就是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
于是迅速接管了辽宁造币厂，改名为伪满洲中
央银行造币厂。

直到 1948年沈阳解放，伪满洲中央银行造
币厂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改称为东北银行工业
处，之后又改为东北银行工业处总厂等。1987
年，造币厂重新定名为沈阳造币厂，市面上流通
的一元，5 角还有纪念币都是沈阳造币厂生产
的。新中国第一枚一分硬币在1955年1月27日
在沈阳造币厂生产。

而一直以重工业闻名的沈阳，也有过优质
的轻工业。馆中展出的白山自行车，曾是沈阳
自行车厂的看家品牌。1949 年 5 月，沈阳自行
车厂的前身——沈阳制车厂成为国有企业，恢
复自行车生产，1952年生产白山牌自行车，曾进
入全国优质名牌自行车行列，而沈阳市自行车
厂是当时仅有的三家名牌自行车厂之一。

保留车间原貌
展现特色工业美

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博物

馆的传统印象，博物馆不止有历史类的、艺术类
的，还有工业遗址类的，对我国工业遗产、工业遗
址的保护、利用和研究，中国工业博物馆无疑进
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馆内最珍贵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冲天炉，
是这座工业遗存的涅槃重生的见证者之一。重
量达300吨，长12米，宽14米，高27米，每小时可
熔炼铁水10吨，2007年随着沈阳铸造厂升级搬
迁，完成最后一次浇铸后封炉。

新的现代化铸造工业已经开启，而原铸造厂
的厂房拆还是不拆？拆了可以置换成高档住宅
或者商业区，不拆意味着铁西区政府财政的巨大
损失，经过反复论证，铁西区委区政府作出了惠
泽后世的决定，把铸造厂的一车间改造成铸造博
物馆。

保留原厂的混砂、落砂、排砂、抛丸等系统，
保留冲天炉、10吨天吊及运输轨道、举架高达30
米的厂房等等，在近2万平方米的主体建筑，基本
保留了原铸造厂一车间的原貌，馆内存放钢水
包、铸件、设备等实物，展示了七大铸造工艺流
程，并运用大量的图片、文字和音像，并在此基础
上营造出工人生产的场景，使一个不再生产的老
厂房再次焕发了生机活力，成为一座展现东北老
工业区工业文化的博物馆。

铸造馆内空间构架具备震撼人心的工业美，
是现代建筑美学、机器美学的直观表现，对后人
创造性思维仍然具有启智效果，其艺术感染力为
遗产再利用提供了可行性。

改建成博物馆后不仅成为沈阳的地标性建
筑、具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对于研究沈阳铁西工
业发展史、保护保存近现代工业历史文物资料，
感受沈阳铁西工业发展的沧桑变化，实施爱国主
义教育，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重要价值。

老厂房重生
申报国家工业遗产

沈阳铸造厂作为全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专
业化铸造企业，改建成铸造馆后，现已申报国家
工业遗产。

当时的铸造厂占地面积 33万平方米，职工
人数多时达 5800人，年生产能力最大时曾达到
38000吨，为通用、重矿、机床、冶金、汽车、石化、
基础件等多个行业提供产品，生产各种牌号灰铸
铁、铸铁、合金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及铜铝
合金等铸件，产品销往全国十余个省市，并有部
分出口到美国、日本、韩国的国家大型二类企业。

沈阳铸造厂建厂以来，累计为国家各行业
提供各种铸件100万余吨，其中涉及国家重点工
程、重大项目、重点装备的铸件30余万吨。在沈
阳工业发展乃至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曾写下了
浓重的一笔。

以沈阳铸造厂为典型代表的铁西各工厂是
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缩影，在经历了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后，它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模式，重新走向了辉煌。而铸造厂原址再利
用，为工业遗存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推广
的成功经验。

中国工业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铸造厂
改建为博物馆之后创造了 100 多个就业岗位，
它的潜在价值在博物馆建成后得到了最大化
的社会价值发挥，为社会提供了城市人文景
观，成为沈阳一个独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作
为优质的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在创造社会效益
的同时也为当地政府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效益。“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沈阳人民顽强
不屈的见证者。”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老厂房涅槃重生化身工业博物馆
见证共和国长子的工业百年

12年前，从冲天炉中倒出的铁水，浇铸完成了最后一件产品——鼓风机壳，沈阳铸造厂完成了它的一段历史使命，整体搬迁，留

下了服役了半个多世纪的厂房、设备。

举架最高30米，横跨最长距离超百米，红砖砌筑……极具工业美学的老厂房在数年之后涅槃重生，化身中国工业博物馆，馆藏包

括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原比例仿制）在内的1.5万件藏品，它见证了沈阳这个共和国长子的百年工业记忆，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博

物馆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为工业遗存的再利用提供了可行性。

沈阳铸造厂改建成博物馆后，现已申报国家工业遗产。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摄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在沈阳制造，如今原比例仿制品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