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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眩文史资料

工商往事话息姑(代序)

张志强

文史资料的基本特色在于亲见、亲历、亲闻，然而，拘

于年龄所限，往往只能就某一时间段的事情做到亲见;又镣

于能力和阅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只能在对一定范围内的某

些事物做到亲朋;也可以利用周边的条件，如:邻蝶、问

事、问学、朋友的介绍获得亲闻。者把这些"信息"都丰富

到《文史资料》中，便成为文史篇章中难能可贵的内容。当

我们倘佯于史籍书悔之中的时候，便可得到历史的迫溯。鉴

于此，将个人亲见、亲历、亲闻的蛊姑区工业和商业的往

事，话人民政协所编辑的《泉姑文史资料》一书之中。

工商乃经济之根本，虽姑亦不能外。工业是近代产业文

明的标志，源于手工业的业态提升，源于靡坊、油坊、染

胁，濒于烧锅和铁匠炉等。商业师、边流长，在近代以公词为

机仰主体，其源起也可追溯至铺、母、店、械等。工业经历

了由匠人到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管人员的细分。商业则经历

了由摊贩、坐商、行商、百货公司、专业公司到商业摩尔的

变迁。对于这些规律性的现象皇姑区都曾发生过，只是起始

较其它区稍晚、业态规模有限，但它的确是奥姑区经济发展

的基础。

我对工业有了战朦胧的印象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高

道口(今华山公铁桥)下，即伪满康德胶皮工场(今市纸箱

广址)的东北邻，当时的门牌号码是中池里九号。此处建有



嘉姑区文史资料

…个有大门洞的院子，四周共有房原 15间，可只有两家住

户 o 建阔前，这里曾开过磨坊，据说后来还准备开油功成化

学工厂，却因战乱而来果。院内有400平米左右的空场，方

便物资堆放。还有手脏水卉(俗称洋井)…眼。

一块 "1京生铁工厂"的木牌拢在了大门洞的左手边。几

十号来自河北或郑家屯的工人，在掌柜(经理)荣玉田的组

织下，开始了铸造生产(时称翻砂)。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

铁底座形似勺型，上边有…个直径一米多高的炉身。勺底前

有水口(形似壶嘴)前探，勺把还可接上长长的瓶子。勺的

左右各有一个外突的耳子，成为勺底与支架的连绵点。工作

时人力可使勺底"前仰

时就会有铁Z才戒/(流将出来，被工人注人"抄型"之中。铁工厂

有6间房子是成型车间，工人们用砂冲子在放好样子的砂箱

中将砂子压实，再取出样子，留好水口。只要将涌红的铁水

烧进水口至满攘，待在肚子冷却后即可掏打出与样子相间的铸

铁件了。在多数情况下由水样变为铁件，通过砂型来实现，

这一工艺即为"翻砂"。这是机械制造的第一道工序，虽然

只是…道工序，在当时却是一座工厂生产工艺的全过程。说

似简单，其实不易。木样子新来时都散着浓郁的枯木的香

味，上班前要干燥、打腊，要精当地算出可能与铸件的误

差。术样要一分为二，分别置人上下的砂箱。做型时必须对

正，否则在结合部就会出现锵铁锚牙飞边，大了，整个洒也

就废了。

造型前，做抄型的砂子要仔细筛过，拣出杂物，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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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姑眩文史资料

时，杂废铁的成分、体积、重量及句石灰石、焦炭等辅料的

配比都有测算。开炉时，吹风机呼呼作响。先是木柴、焦炭

燃起时的浓烟瘾液，遮天蔽日，后又铁水、沸腾，火光冲天、

热浪袭人。出炉时，好几个人共握勺把，炉身前倾，看炉师

傅捅开水口，黄红色的铁流淌入抬包或手包。指挥者坚定白

者，接水者沉着自如，只是等待包满即…个人或几个人快步

奔向砂型油铸. . . . . .在现场，说话都是在吼!整个院子弥漫于

飞尘和二氧化硫的气味之中。

阜生铁工厂曾生产过法兰盘铸件和铁砂。铁砂是滚动挠

铸的。一个人转动着插着大萝扣的木杆，一个人用手包铁水

往大萝卡上倒。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一一铁水烧在菜蔬萝卡

上即刻溅成铁珠。铁水尽了，大萝卡下丽的水袖中积增一层

做猎枪子弹用的铁砂(猎枪子弹用)。那紧张场阳和夜空中

铁花四溅的瑰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开始我便对

压勺、转台、动力电等名词也略知一二了。

我目睹了阜1:铁工厂从建立到公私合营进入江梅机械厂

(时称东和*浆广，广址在十三纬路)的全过程，也第一次

体慰到工厂，特别是铸造厂的形象。其实这样的铸造厂在中

范里还有一家。在中样盟不仅有铸造广，还有一家铸铜广

(张大胖子夫妇出资并操~)。在东边的抄家大院、二空

桥，西边的三洞桥，北边的安民小学(今市聋础学校址)附

近都有这样的铸造广。其它在亚明、皇姑屯火神庙、小白

楼、塔湾等地，这样的铸造广还多着呢!阜生铁工广之后，

中部恩丸号还办过吉山铁工业(有车、钻、锦床等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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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姑旺文史资料

春记手工业、电器厂、地毯厂、酸厂等。中范东还有矿石粉

厂、磨坊、豆芽臀子(菜场)、奶牛场、豆腐坊、木材加工

广、万盛酱阁、炼焦广等。中部果北除了翻砂广还有土辄

场、焊接熔接广、梅铁广。中范西坯有翻在l、广、术器厂、印

刷厂等等。

大跃进时期，翻砂厂的名字正式被铸造厂取代，并首先

在十一中学、工十四中学、今一工。中学(当时称辽大附

中)等学校的大炼钢快的热潮中掏汰了勺炉。在校园的一边

建起了冲天炉从事铸造。二十四中学的附庸小商炉高达20

米，但在我眼盟俨然就是两座大高炉，与课本中见到的鞍钢

商炉外型一样。出铁时要敲钟，工人(有些是劳动班的学

生)们穿着小白帆布的工作服，戴着防护眼镜，指挥着铁水

奔流，也还真有些气势。以此为起点兴起的校办工业后来竟

成为虽姑区工业的一个部门，有些校办工厂也拥有自己的定

型产品，有了十一中的"台钻"二十一中学的"油封"、

一一工中学的"上光机"等等。

上个世纪50年代，本人在峨山一校读书，除了北邻瓜行

(今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陇)、南邻马行(今东北石油管逍遥

输周)和东邻邮局宿舍的…片日本式灰面趟f海外，四邻即是

新建的石棉厂。据说有荣军参与创业的这家工厂，主耍是生

产石棉制品。有防火蝇、有厨来的刹车瓦片、油封等。当时

看到威望中聚集了那么多工人都在忙碌着觉得新鲜，看到…

堆堆整齐码放的产品又觉得神奇。有时，工厂还把纺石棉绒

的活外放民间，于是看到有的问学家也用纺车纺石棉线。什

-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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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姑区文史资料

么是石棉，不知道，只看到义细又硬灭软的灰白絮沫经孚捻

抽纱成纺车抽丝j、成为石棉线。再经厂里合胶、统捻戚戚绳，

戒编网，最终成为产品。也知道石棉制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

体有危害，开始只认为石棉弄到手臂和脖柜里挺痒的，后来

知道石棉可使人得砂肺病，至于石棉在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

是日后才了解到…盛。这家石棉厂后来改为沈阳市石棉制品

厂，是解放后在最姑区内建立的第一家"罔企"。在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之后，广房连片、水电气动力齐备，拥有工人千

余名，但终因位于市区中心对环境不利和改制转轨等原因巳

搬迁到沟棍屯地区。

小学要毕业时，学校组织到车辆广去大挖废旧钢铁支撩

广子炼铁炼钢。一周时间，每天扛着铁锹从家里去工厂由北

大门人厂，耍一个小时。进厂后更直观的感受到厂房高大、

马达轰鸣，专用线上的火车、车间虫的天车往来穿梭，真有

一种对大工厂的神秘感。着到工人们身辛苦工装，全神操纵机

器，政高速旋转，或焊花飞舞，例接时的果断坚定，曲轴、

车轴的钮光瓦亮，令人称奇。

车辆厂真大呀!一周里也只是在"货解一"、 "货解

一"等广府之间挖铁，收极不少。每天收工前要把挖得的废

钢铁送到高炉附近的堆场，虽然我们劳动的地方只是工厂一

角，靠着工厂商而阁墙不i恙，在林立的厂房间却要走很远很

远，才能将自己的劳功成果容入那山一样高的堆料盟。工厂

平回虽四边，每边都在…华里左右。昕人说，我们劳动的地

方属北厂。还有南厂，有商机械等车间。这样占地硕大、拥

- 5 一



皇姑区文史资料

有职工万人以上的大厂是全区内建立最早的现代化大工厂。

在上个世纪初，京奉(今北京到沈阳间)铁路的修理工厂在

这里落户， 1925年京奉铁路皇姑屯工厂正式开工。沦陷时期

被日本侵略者劫夺，扩建北厂，改称"满协洲|阵车辆

长期被称为车辆厂，有许多老百姓干脆直呼为"大厂子"。

60年代，在二十四中学读初中时，西邻市政机械厂。当

破旧的筑路机械被运进厂内，经机械修理、更换零件、部

件，整体复原。当油饰一新的压道车又吐着白烟(蒸汽动力

车)出厂时，不仅那沉重的节奏给人以踏实感，也对工厂技

艺之缤密高超有一种赞叹。学校东邻是2538部队(后改称空

字023部队)南院。除占地颇大的近似"山"字型的教学楼

之外，其顶部带有古城堡式建筑的办公楼、水泥罩面高大挺

拔的实验室、工厂等建筑都具有鲜明的历史符号。后来经人

指点和史籍检索才知道这里是上个世纪20年代兴建的东北大

学工厂原址。解放后除新建教学楼和部分样机陈列实验室

外，举凡礼堂、办公楼、实习厂、变电所、锅炉房，还有北

院的实验厂房、锅炉房等都是东大铁工厂的遗留。当时在很

远的地方都能见到南院、北院两个锅炉房的大烟囱。除了一

般烟囱的高大之外，这两根大烟囱又分外粗大。南院大烟囱

顶部还设有与外径同围的平台和栏杆，成为结构上的特例。

南院锅炉在东大铁工厂时主要为机械、发电、修造铁路车

辆、印刷提供动力。北院锅炉主要为铸造、纺织等生产和生

活设施提供热源。

东大铁工厂是当时全国高校最大规模的附属工厂，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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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区文史资料

要设备均来自德居、美国。据有工人逾千，其产品除为京

奉、沈海铁路服务以外，还有纺织、印刷等产品服务市民。

工厂的专用铁路与京奉铁路相遇，原料进入、产品出厂均称

方便。除了数度在东大铁工厂的遗址遗物前彷f皇，也曾在其

正门(东门)的门柱前徘锢，不只是感慨论陷时期的一场大

火把工厂几乎烧光，更为东大铁工厂的规模、管理和产品之

精良感到震憾。东大铁工厂是皇姑区第二家班代化工厂。失

火后其主体设备和工人被合并于"满班车辆"。

60年代，区内各街道称城市人民公社，铸造厂仍然是几

乎既有公社都有的工厂，只不过是规模略有些差异， if3冲天

炉依然是基本设备。昆山铸造厂、黄河铸造厂、亚胡铸造

厂、长江铸造厂、明廉铸造厂等有容量达几吨的炉体，都己

拥有大型铸件的生产能力，工人数也在百人左右。工厂与居

民区交错共生，生产时浓烟粉尘的污染仍未有改变。此间，

或说生产程，或说街道工厂，虽赔各公社都有铸造厂，但也

陆续发震起一些较有特色的工厂。辽河媒毛n;配件厂、黄海制

镜厂、昆山弹簧厂、亚明就电厂、克俭纸制品厂、三;需桥千

斤百厂、寿泉抗带厂、长江服装厂、长江化工厂、皇结屯微

电机厂、崇山汽车轴承厂、有色金属熔炼厂、三台子钢窜厂

等等，几乎每个街道都有凡家贡献率较大的工厂。这些工厂

号替"三小一道"经历数十年成为社会就业的基础，也数

度成为区、市工业部门上枝的对象。有趣的是这种割韭菜式

的"上收现象"并未使街道工厂根绝，却往往是经过创业和

发展，又形成一批街道工厂，后来，一见好又摄"上校

- 7 一



皇姑区文史资料

有的企业事后又被"放"了下来，当然个别的企业又再次

"上收"。这种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对工业经济的发展造

成一定影响。

还是在60年代，学校安排去观音屯农场劳动。在顺着境

沟拔草时真的感到时间过的有些慢，半个小时才能拔到头。

但每次到头都被一条无尽头的铁丝网挡住了。里边便是一排

高大的厂房，厂房有3层楼那样高，一字型南北展开足有半

里地那么长。有多宽不知道，因为只能见到视线所及的这一

面，但那墙上的通高长窗就有 10来米，房顶上整齐上的采光

通风窗也有半人高。昕说这就是松陵机械厂(今沈飞公司)

的总装厂房，是歼击机诞生的地方。当一架架战鹰从厂房后

面直冲蓝天的时候，巨大的啸叫震耳欲聋。这是我第一次这

么近距离的看到飞机。仿佛能看见座舱里飞行员的头盔。后

来有机会进到厂内，才知道总装车间只是工厂厂房的一部

分。总装车间和其它一些车间是新中国建设的。但整个厂址

却是20年代张氏东北空军选定的。 30年代刚刚建好飞机场跑

道、塔台、机坞和一部分厂房，开始从事为日本侵略战争服

务的航空器材修造。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主要是空军北陵

机场，蒋介石几次飞抵沈阳都是在这里起落。建国后，这里

被确定为国家的航空工业基地，第一架歼击机就是在这里诞

生并试飞成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这里视察，全厂职

工规模一直保持在万人以上。厂大门内安放的歼八飞机实物

和厂办航空博览园记述着"沈飞"的光荣与梦想。

"沈飞"在历史上是皇姑区内第三家现代化企业，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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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全罢舷空工业的骨干企业。由其分设击去的薪陆和新

乐，及其设施齐全的数百撞宿舍和各种生活服务设跑一起结

成了沈陆最大的航空舷天工业域。

70年代是皇姑区工业总量最大、结构最丰富的时期。除

沈飞、毫音乐、新阳彭成军工装备制造的大厂，还有辽阔实验

厂、半导体试验厂、扬声器总厂、电视拉总厂、天平仪器厂

和区属的几家无线电元器件厂成为区域内新兴的电子产业。

车辆厂仍是规模最大的装备制造厂，其它如二三工厂、二四

五厂、教学仪器、光学仪器、有色压延厂等知是具有产品特

色的机械类工厂。再如起重设备、发动枉制造、农凯制造、

地毯厂、帆布制品厂、标准件厂、轻工产品总厂、窝类联合

加工厂 v 纸箱厂、大勺厂、金属家俱厂、北陵布鞋厂、塑科

制品四厂、皮鞋五厂、文教用品二厂等等，还有市属、区

属、厂办大集体、校办、街道的各类数百家工厂一起很高完

或了皇姑区功能由文教大IK向文教工业综合发展的转变。

由清末、民国过夜雨来的烧锅、磨坊、搞坊、铁匠炉不

见了。高道口下的马具、石具和撞木割品的铺子也不见了 o

取百代之的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工业、薪工业。皇姑区工业

经济在诧阳市乃至在更大的范围内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它们

成为洗阳这~工业域市的有力支撑。

对皇姑区离业的帮始认识，缘于街头的小摊和恶家甜近

的小铺。小的时候常听到一些叫卖声"呛茵馒头一一糖三

角"在主冰隅一一解渴叭(冻的意思)牙的凉一一" '"'要

〈称的意患)好成带鱼来一 U H打好酱油一一打好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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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白菜!黄瓜!土豆子" "狗宝咸菜一一" "锯盆

锯碗锅大缸" u修理钟表"等等，几乎有一种商品就会有

一种叫卖，而商品的不同、叫卖人的不同，所以唱出来的叫

卖声也各具特色。时间常了，一昕叫卖声就知道是谁来了，

谁的东西好坏，价钱高低都会有一种评价，有些叫卖者还被

送上绰号。如:小个子糖三角，老李头的酱油醋，山东大个

子的咸鱼，尹大婶的朝鲜威菜……那简直就是品牌呀!其中

有些叫卖声过去几十年了，但一想起它们仍然是那么清晰、

响亮、亲切。还有些推销并不叫卖，只昕声音就能知道，比

如洋货郎、剃头的，他们手中有可以发出声响的工具，曾经

在历史的街巷里奏出过悦耳有诱人的商业乐章。那时，只要

大人吩咐，或手里有点零钱，就都会循着叫卖声找到卖主，

或把卖主请到大院来。当交上 1毛钱可以买回两个大馒头或

糖三角的时候，当以5分钱就可以买回一小饭碗狗宝咸菜的

时候，才渐渐知道了一买一卖的商业机理。

上个世纪50年代，这种形式的商业活动很普遍。有挑担

的，有推车的，有肩背木箱子的，也有头顶大盆(朝鲜族)

卖咸菜。不过，他们或经常在某一相对的区域叫卖，以至形

成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从小吃、蔬菜、针头线脑等无所不

有，这种商业方式较为原始，但也确实灵活方便。与这种流

动的小商贩不同的是小铺。往往在大院临街巷的地方，或在

胡同的交叉口处，总之要选择人流相对较多的地方，从一

间，最多两间房为铺面，以经营小食杂为主业，由一家一姓

经营，且大多是前店后家的形式，由于规模太小所以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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