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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西露天煤矿刻录岁月传奇

在东西长6.6公里，南北宽2.2公里、海拔负300多米的巨坑里，清晨弥漫着一层白茫茫的
朝雾，黑色的煤层与褐色的油页岩及绿色的泥页岩交错出现，时隐时现，缥缈不定，宛如神话
中的仙境，美不胜收——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抚顺西露天煤矿，它是抚顺近现代历史的光阴见
证，刻录着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的岁月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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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有30多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外元首
来抚顺西露天煤矿视察，这其
中，毛泽东主席曾于1958年2月
13日亲临此地，留下了一段难忘
的岁月记忆。

1958 年 2 月 13 日，天气晴
朗，风不扬尘。毛主席神采奕奕
地来到抚顺西露天矿，在辽宁省
委书记黄欧东的引见下，同刚刚
赶到这里迎接的抚顺市委第一
书记沈越、市长王海之、市委书
记处书记张澍、杜黎以及抚顺西
露天矿党委书记葛玄武、矿长王
齐芳等一一握手，并亲切询问大
家的姓名、是什么地方人、做什
么工作。大家进屋坐下后开始
还有些拘谨，待看到毛主席和蔼
可亲的笑容，听到那亲切风趣的
话语，都感到非常温暖，紧张的
情绪很快一扫而空。

王齐芳向毛主席汇报了西
露天矿开采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毛主席听汇报时非常专注、非常
认真。当听到矿区在总体改建
设计施工中，常常因为国外进口
材料、设备不能按时到货而影响
生产时，毛主席加重语气，一字
一句地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
想，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
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之后，毛主席提出要到西露
天矿大坑下面看望采煤工人，省委
领导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
就说：“请主席到参观台上就能看
清楚。”参观台很高很陡，考虑到毛
主席是65岁的老人，陪同人员刚
要上前搀扶，毛主席已健步登上
参观台。

毛主席站在参观台上远眺
露天大坑，发现坑下有几处袅袅
烟雾，感到不解，就问：“这是怎
么回事？”王齐芳汇报说：“这是
坑下自然发火引起的，是日伪时
期遗留下来的隐患。”毛主席严
肃地说：“要爱护资源，尽早熄灭

自然发火，不能把资源白白烧
掉。”

毛主席还指示：在搞好煤炭
生产的前提下，要加强煤矿的综
合治理，要变废为宝，“为什么不
用煤炼油呢？不要将煤白白烧
掉。”“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
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面，搞综合利用，中央支持你
们搞，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煤
的综合利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发
展方向，你们要好好研究。”

毛主席在参观台上看到选煤
厂附近有一个工人在干活，老远打
招呼，那位叫王云福的工人也看到
了毛主席，他激动得不知如何表
示，使劲鼓起掌来。

从参观台上下来，王齐芳又
引导毛泽东主席看了煤炭标本。
毛主席考问大家：“煤是怎样形成
的？”王齐芳回答：“是植物生成
的。”毛主席说：“煤的形成要从地
壳变迁谈起……。”接着毛主席拿
起一块化石标本说：“这是木化石，
岩石上还有树叶呢？这么重，能有
多少年变化，还是远古时代的木头
啊。”

看完木化石，毛主席又指着
大肚弥勒佛煤精雕刻品风趣地
说：“这个人光吃饭，不劳动，肚
子长得这么大，我们可不要学他
呀！”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而今，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
方米的抚顺煤矿博物馆立于抚
顺西露天煤矿的参观台旁，于
2011年12月15日正式开馆。新
修缮扩建的抚顺西露天参观台
形成了一个博物馆和三个景区：
抚顺煤矿博物馆、露天矿大型设
备陈列广场、大型毛泽东塑像、
西露天矿矿坑。展馆内的“乌金
墨玉”“煤海之都”两厅陈列着弥
足珍贵的煤精雕刻品和琥珀精
品，充分展示了抚顺煤矿百年发
展的跌宕历程。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说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历史，首先要指出
它的数个“中国第一”：它是中国乃至亚洲开
采面积、空间最大的露天矿，矿坑东西长6.6
公里，南北宽2.2公里，总面积为13.2平方公
里，总空间为21亿立方米（相当于抚顺大伙
房水库库容）；它是中国大陆地面水平最低
点的露天矿，矿坑开采深度为海平面负339
米，垂直深度424米；它是中国境内煤层最厚
的煤矿，煤层厚度为 20 米—150 米，属特厚
煤层。

抚顺西露天煤矿是开采历史最悠久的
煤矿。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进关入据中原
后，唯恐挖破了风水，断了“龙脉”，自17世纪
中叶，此矿被封禁停采两百余年。1901年5
月，商人王承尧筹集股东38堂、股金10万两
白银，挂牌“华兴利煤矿公司”，计划可开采
至2016年，长达115年。

抚顺西露天煤矿还是中国露天开采运
输方式最全的煤矿。从1980年起，西露天矿
的煤炭运输改造为电铁、汽车、皮带联合运
输，自2008年来改为汽车、皮带联合运输。

因煤炭储量丰富，在 1914 年至 1945 年
的31年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从西露天煤矿
掠夺煤炭8651万吨，油母页岩7809吨。

1948年11月1日抚顺解放，抚顺西露天
煤矿在1949年前恢复生产。新中国建立后，
抚顺石油一厂用该矿的油母页岩生产出国
内第一批航空煤油。

世界琥珀资源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
加勒比海、缅甸等地区，仅波罗的海地区就
占世界琥珀总资源的75％。中国的琥珀资
源不多，抚顺西露天煤矿是重要产地，其琥
珀距今 5600 万年至 3500 万年，产量虽不
大，却比国外琥珀的年头早，而且是国内唯
一的琥珀昆虫产区，这说明，抚顺是地球生
命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很久很久以前，
抚顺是被森林覆盖的生命绿洲，若无海量
的树木及昆虫，哪会产生那么多的煤炭与
琥珀？抚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邻近的本
溪，居全省第一，因为森林覆盖率高，抚顺
有自己独特的小气候，冬季气温比近旁的
沈阳要冷好几度。

抚顺琥珀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伴生于煤
层中的原生琥珀矿，因为矿藏的稀少与开
采，产量日渐减少。从原料外形看，抚顺琥
珀的原矿形状条状较多，多呈现出棱角状，
整体块度较小，这也导致抚顺琥珀的加工雕
刻难度增大，受限颇多，其内部纯净的原料
少见，多数都含有黑色杂质包裹体或植物碎
屑，但优质的抚顺琥珀极具收藏价值，它们色
彩丰富，油润且质地细腻，产量极为稀少。

历经百年的开采与交易，抚顺琥珀已
经拥有一套既定的分类体系，主要依据颜
色、透明度及纹理特征进行分类定名。如
金珀，占据了抚顺琥珀中的较大占比，主色
调为黄色至橙色、褐色等；血珀是较为少见
的稀有品类，颜色为红色、橙红色、暗红色
等，抚顺是世界上天然血珀的重要产地之
一；而同样稀少的蜜蜡，也是抚顺琥珀中的
珍品，颜色多为黄色、黄白色、黄褐色等，纹
理清晰流畅。

花珀是抚顺琥珀中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的品类，它是半透明与不透明的，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根据不同颜色
的差异化来命名，可分为白花、黄花、黑花、
飘花。抚顺花珀的等级划分与花色美观程
度息息相关，其表面纹理清晰连贯，层次分
明，自然优美。

除装饰性与观赏性外，抚顺琥珀最大
的价值体现在科研领域，原地沉积的抚顺
琥珀完整留存了古时的生物群体，品类中
的植物珀、虫珀种类繁多，为昆虫学、地质
学工作者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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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西露天煤矿，琥珀是伴生于煤炭之中
的，故而纯净度欠佳。抚顺寻宝，煤精高于琥珀，
主角是煤精，其次才是琥珀。

煤精是由远古的柞、桦、松、柏等硬木变成的，
夹杂于一般煤层中间，质地细密坚韧，黝黑发亮，
没有纹路，比一般煤炭轻，因其夹杂在煤层中间，
乃煤之精华，故称煤精，这是一种稀有煤种，在显
微镜下可以看出有些颗粒带清晰的木质细胞结
构，甚至可辨别出树木的年轮线。煤精是抚顺的
天然特产，产于西露天矿，是我国雕刻工艺品的特
种原料之一。

以抚顺煤精雕刻的实用品、艺术品，最早出现
在距今约七千余年的新乐文化时期。沈阳的新乐
文化是与阜新查海文化年代齐肩的远古文化，比
而今日渐升温的朝阳红山文化早至少两千年！沈
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及辽阳、朝阳厚重，出土
的有品质、有代表性的文物也不如那两地丰富，但
沈阳的人类历史一点都不短，反而比辽阳、朝阳悠
久得多。

沈阳新乐遗址的 32 座房址共出土煤精制品
311件，占出土文物总量的8.8%，器形主要有泡形
器、球形器、珥珰形器，最多的是球形器。专家检
测，煤精产自抚顺地区，根据煤精材料状态及加工
痕迹推断，这些煤精制品当时是将煤精原材料运
至新乐遗址，并在居住地进行加工而成的。

不单在沈阳，辽阳的汉墓、朝阳姑营子辽墓均
出土过精美的煤雕制品，其产地均与抚顺有关，间
接证明了抚顺煤雕产业的渊远流长。

在素有煤都之称的抚顺涌现出以郭义、刘东
坡、李玉明等为代表的煤玉雕刻大师。当年，北京
传来新建的人民大会堂的落成喜讯，大师们激动
不已，为了向人民大会堂献礼，向世人展示抚顺煤
玉的独特魅力，大师们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废寝
忘食，用煤玉雕成直径高达1米的大型地球仪，立
于人民大会堂辽宁厅。人们看到那只站在地球仪
上栩栩如生、展翅欲飞，嘴衔橄榄枝的和平鸽与地
球仪浑然天成的惊世之作，无不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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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琥珀工艺品抚顺煤精作品
“雷锋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