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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13日．毛潭东同志来辽宁视察时，下榻我馆七号楼

1973年10月20日．周恩来同志在主楼门前与员工亲切合彤

1961年7月．刘少奇．王幽芮伺焉灞霹序投察并与宾馆员工台彤



1964年7月，朱德同志来辽宁视察时下概我馆七号楼．并与宾馆员工合髟。

1964年9)1．邓小平同志在九号楼前与

朝鲜劳动觉中央总书记金日城亲切会见

铲≮爹√
属

1990年lo月，江泽民同志

在九号棰与宾馆员工合影

1981年4月，邓小平同志

在八号楼楼前散步

2002年6月．胡锦涛同志

在九号搂与宾馆员工合影留盘



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下榻我馆时，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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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天，承载着几代友谊人希望和汗水以及浓重深厚历史的友谊宾

馆，迎来了她七十五周岁的生日。

七十五年前，张学良将军将昭陵西侧的一块高地单独开辟出来，建

成了沈阳疗养院，奠定了辽宁友谊宾馆的第一块基石；六十五年前，太

平洋战争爆发，疗养院被日军强行占领，变成日本关东军的陆军医院；

随着沈阳的解放，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国民党手中收回了疗养院，改名为

东北行政委员会休养所。经历了1 7年的痛苦呻吟，占地面积一万四千平

方米、拥有三座别墅楼的休养所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几代友谊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挖沙辟湖、植树造景，在58万平方米的方圆内，陆续建起了十几栋风格

各异、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别墅楼群，培育出一片片松林、花圃。

改革开放之后，辽宁友谊宾馆在保证政务接待的前提下，适度开

放，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走特色经营之路，精心打造国宾馆品牌，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进入新世纪，如今的辽宁友谊宾馆，历经七十五周年的兴衰、变革

后，已经变成一座大型花园别墅式宾馆，她的一湖秀水、一庭芳草，还

有那一株株傲然耸立的百年古松，都见证了这里作为地方国宾馆的光荣

历程和悠久历史。

值此辽宁友谊宾馆建馆七十五周年之际，续编这部《馆志》，既是

对75年来宾馆走过的发展历程的客观记录，又是对几代友谊人辛勤耕耘



过程的情景再现，生动地描绘了那一幕幕难忘的历史瞬间。

友谊宾馆的历史写到了七十五年，而未来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面

临的任务和考验还很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谱写我们美好家园未来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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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辽宁友谊宾馆 ·馆志·

引言：辽宁友谊宾馆是一座大型花园别墅式宾馆，承担着来辽视察、休息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部(省)级领导及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社会知名人士

的接待服务任务，是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班子领导举行政务活

动的中心场所。她东倚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的昭陵(．-IL陵)，西与沈阳古文化

的发祥地新乐遗址相毗邻。辽宁友谊宾馆从三十年代初建立在这块土地上，时

至今日，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在七十五年的历史长河中，她伴随

着祖国的兴衰、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革，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一、解放前的辽宁友谊宾馆

(1 9 3 1一一1 9 4 9)

有关她的建立还要追溯到中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美国基督教复临安

息日会的传教士、外科医生米勒尔从上海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来到沈阳进

行教务活动。米勒尔到沈阳后，一方面着手发展、扩大基督教人数，一方面准

备在沈阳兴办教会。他在传教活动中，通过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宝航

认识了张学良。

米勒尔结识张学良之后，多次向张学良提出在沈阳修建疗养院的建议。后

经张学良同意，他以教务活动为名，在沈阳寻找合适地点，最后选定北陵西南

方向长官别墅附近的一个小高地作为修建疗养院的地址。

在米勒尔的主持下，由沈阳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人成立了沈阳疗养院董

事会，会长王正甫，副会长阎宝航，秘书任作楫，会计王宗承，筹划具体修建

事宜o

1 931年，美国派医生贝保罗任沈阳疗养院院长，会同董事会筹划修建事

宜。同年6月，由沈阳疗养院董事会呈文上报沈阳市政公所。现存沈阳市档案

馆的沈阳疗养院董事会公函中记载：

(1)’



·馆志· 解放前的辽宁友谊宾馆

贵公所知内开阕疗养院建筑事项务须遵守建筑章程，运输建筑材料时须

用载重汽车，所有大树无论如何不准砍伐，其小树必须砍芟时亦须先经本公所

许可，然后交办理至希，照办俾免误会等，因准此查建筑疗养院事项，刻下亟

待进行工程地内，必须去树株四棵(如另图所标四点之地位)，建筑图墙亦须砍

除小树若干棵，至运输材料自应遵照贵公所知纯用汽车以重路政惟运输时，

务请转饬警察放行，予以便利保护一切无任。翘盼以上各节敢希。

常务董事会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

同年7月，市政公所派建筑处调查员李景余、卫生课寻查员朱圣保、工程

课测量员赵皆先到现场核查，认定疗养院地址在沈阳昭陵(北陵)西南，地基南

北长五十丈，东西长六十丈，报经沈阳市市长李德新批准后，于同年8月开

工。此项事宜见现存沈阳市档案馆有关沈阳疗养院董事会公函第九号中记载：

贵董事会公函暨建筑平面图敬已阅悉，查本公所取缔建筑章程，凡呈请建

筑者须绘具建筑物之正割平侧背各面蓝图及工程材料说明书一并送所，以备查

勘方与法定手续相合，并须俟领得建筑许可证后方准动工，应请查照办理以备

填齐许可证而便兴工，其必须砍去之树株四棵及小树若干，应俟本公所派员勘

验后再行办理，以符省令。至运输建筑材料，既能纯用汽车自与路政无碍警

察，当然能予放行⋯⋯兹经按照所嘱绘就建筑物各项蓝图大小十一张及工程材

料说明书一份一并送上，即请。查阅后速发建筑许可证俾资早日兴工，至必须

砍去大树四棵亦请速派员前勘查，克期砍除以便建筑⋯⋯

沈阳市政公所

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八日

同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工程

被迫停止。被迫停下来的疗养院工程，后由米勒尔负责继续施工，建成后定名

为奉天疗养院。

奉天疗养院设总院、分院两处，总院也称北陵疗养院，分院设在北市场皇

寺路(现沈阳市环卫局所在位置)，也称门诊部o

(2)



解放前的辽宁友谊宾馆 ·馆志·

日伪统治时期，奉天疗养院主要是为伪满州国上层统治阶级服务，例如伪

满州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民生大臣孙其昌，次长郭汝霖，财政大臣熙洽等。

疗养院内设警卫，外有岗哨，戒备森严，不是一般人所能接触的地方。从

接待规格档次上看，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和旅馆和奉天大厦o

1941年12月7日，由珍珠港事件引发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关系破裂，

奉天疗养院及在沈的所有美国教会事业，全部被日本人强行收为伪满州国所

有。奉天疗养院也改名为日本关东军陆军医院o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人德士廷牧师由上海基督教复临

安息日会总会来沈，从日伪手中将疗养院接收过来，改名为美国安息日会教会

医院o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东北战局进入了新时期，国民党已由战略进攻转为

战略退却，各条战线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大势已去。美国依赖

蒋介石企图永远霸占中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教会医院所有的美国人全部撤回

了上海，教会医院被国民党二O七师占领改作战地医院o

1948年1 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沈阳解放。同年12月，东北行政

委员会由哈尔滨迂到沈阳，办公地点在现在的省政府院内。当月，东北行政委

员会办公厅行政处从国民党手中收回了这所医院，改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休养

所，科级建制，并任命刘宏德为所长，李忠丰为副所长，工作人员共有十人左

右。当时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经常在这里休息疗养o

1 949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决定将休养所改为北陵医院，陈处舒

任院长，下设两个科、两个所。休养所所长刘宏德，管理员宫婵、徐本德；卫

生所所长左勇成，医务科长刘广周，总务科科长王玉斌，管理员魏宝山、贺永

正，全院七十多人。

从1 931年建成奉天疗养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 8年间，是辽宁友

谊宾馆的奠基阶段。她经历了奉天疗养院、日本关东军陆军医院、教会医院等

痛苦转变，于1948年沈阳解放后，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休养所。建国前的辽

宁友谊宾馆当时占地面积14，005平方米，有别墅楼三座，住宿、餐饮、通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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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志· 解放前的辽宁友谊宾馆

供暖、供电、供水等服务保障设施基本齐全，这无疑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

了基础o

(4)



建国后的辽宁友谊宾馆 ·馆志·

二、建国后的辽宁友谊宾馆

(1 9 4 9一～1 9 7 7)

全国解放以后，1949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决定辙销北陵医

院，改名为北陵休养所，科级建制。任命王玉斌为所长，董永祥为副所长，全

所共十人左右。她成为当时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的养病休息之所。东北局、东北

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如高岗等常到这里休息。同时，北陵休养所交

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管理o

1950年秋，王玉斌调走，由詹灵榭接任所长，副所长仍是董永祥o

1951年，詹灵榭和董永祥同时调走，所长由孙耀亭接任，孙耀亭之妻王佩贞任

副所长，夫妻二人管理休养所直到1954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当时全所共十

多人。在此期间，休养所根据工作需要，修建了平砖房、锅炉房等基础设施。

在这期间，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王逸夫于1 950年夏、教育部副部长董

春才于1951年春分别住在休养所二号楼休息疗养。抗美援朝后期，1953年3

月，朱德同志来沈阳参观考察，住在休养所三号楼。这是休养所成立后，第一

次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o

1954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辙销，对其所辖的休养所向辽宁省人民委

员会作了移交。移交手续如下： ‘

北陵休养所移交清册：

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7月23日东办字第一三三六号通知规定，交接双方对

有关固定资产及房屋移交取得协议。现已在监交机关同意下。按东北行政委员

会的规定，正式移交完毕。兹填制移交清册如下：

固定资产中式移交清册、固定资产美式移交清册、房产移交书、房产登记

(5)



·馆志· 建国后的辽宁友谊宾馆

表、人员清册、备案清册。

移交人员有：

科员刘清波、清扫员赵忠、清扫员赵志富、‘水暖工于兴德、炊事员杨永

昌。 一 ．

房屋九栋，其中三栋小楼号即一、二、三号楼。五栋平砖房，一栋木板

房。院内锅炉三处。岗楼五个。全院占地面积二万九千六百平米o

移交单位：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

：

处长许荫华科长詹灵榭
●

、

’ 接收单位：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招待处

处长刘进义科长王玉斌

一九五四年十月八日

资产移交后，休养所由辽宁省人委招待处领导，作为辽宁宾馆的一个附属

机构(当时招待处在辽宁宾馆后院三号宿舍楼办公)o从接收房屋数量上看，

东北行政委员会接收休养所时是七栋房，交出时是九栋房，．在东北行政委员会

管理期间只盖了一栋砖房和一栋木板房o

休养所正式划归辽宁宾馆管理以后，孙耀亭调汽车公司工作，所长由王佩

贞接任，钱成岑从辽宁宾馆调休养所任管理员协助所长工作。之后，张宏民、

杨文林、沈国臣先后来这里任管理员。

一 从1949年到1955年的七年时间里，休养所接待任务较少，规模亦无太大

变化，基本上维持原状o

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

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国家的安定，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休养所

也开始进入了发展时期o

1 956年，辽宁省委接到中央指示，毛泽东主席要来沈阳视察工作。为了接

待好毛泽东主席，辽宁省委决定在北陵休养所内盖一座一层别墅楼o

(6)



建国后的辽宁友谊宾馆 ·馆志·

1 956年2月，辽宁省委管理局局长鲁彪亲自挂帅，由省人委房产科技术员

王文祥设计出了三个别墅楼(即后来的四、七、十号楼)的建筑图纸，同年

5月份，在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处田文祥处长和房产科李鹏飞科长的领导下，

由房产科修建队负责施工，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于当年1 1月完成了全部工

程。

由于北陵休养所院内缺少娱乐场所，1955年，根据辽宁省委的提议，由省

建委设计处章技术员负责设计俱乐部。为了把俱乐部设计得更好，章技术员特

意到苏联参观学习，回国后马上着手设计图纸。并由沈阳市第三建筑公司负责

建筑施工，于1 956年秋竣工并投入使用。

当时，院内面积已扩大到了十六万平方米，共有大小别墅楼六幢，接待任

务也逐渐增多。从1957年开始，北陵休养所正式成为辽宁省接待党和国家领导

人及外国元首的重要接待服务单位。但那时的休养所是封闭型的，没有接待任

务就关门，一般任务不接待o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沈阳，下榻7号楼。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为了

适应形势的发展，1958年2月，省人委委派辽宁省设计院工程师齐明光设计休

养所的五个别墅楼和一个主楼(即后来的五、六、八、九号楼和十五号楼)的

建筑图纸。十个小楼加上主楼和辽宁大厦相配套，使北陵休养所能够完成省委

全会或其它大型会议的接待任务。

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和省长杜者衡的主持和关怀下，由省人委办公

厅、省计委、省财政厅、省物资局组成了基建办公室。辽宁省政府对北陵休养

所的建筑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处书记胡亦民任基建办公室主任，省

委管理局局长鲁彪任副主任，主抓这项工程。工程于1958年4月由省第三建筑

工程公司施工。施工期间，王玉斌、魏喜先负责工程的监督检查工作o 1959年

秋，五、六、八、九号别墅楼全部竣工。年底，还修建了一号门和警卫连营

房。至此。北陵休养所共有别墅楼十座o

1 959年底，辽宁大厦建成，休养所脱离辽宁宾馆归辽宁大厦领导。所长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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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佩贞、副所长是刘振友，下设三个管理员，钱成岑负责餐厅、客房，齐福

全负责财会，陶开祥负责总务。全所工作人员发展到三十多人。

从1956年至1959年，是休养所打基础、大搞基本建设的时期。在省委、

省人委的关怀下，经过四年的辛勤努力，休养所发展成配套设施齐全、环境幽

雅的一整套建筑群体，为休养所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o ．

1960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定，撤

回了在华的顾问和专家，一些正在建设的项目不得不被迫停工。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省委、省人委仍然关心着休养所的建设与发

展。在辽宁省委的倡议下，沈阳团市委号召全市共青团员，发扬“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开展义务劳动，在一号楼前方洼地上掘土造湖，为休

养所添缀了一处美丽的景点。人工湖是全市共青团员义务劳动的成果，被命名

为“青年湖”o 1987年，青年湖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扩建o

1 961年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休养所的主楼工程也被迫

停工。次年，国家开始进入恢复时期，休养所修建了二号门和围墙，院内占地

面积扩大到五十八万平方米，并在七号别墅楼前修建了喷水池、凉亭o

1 964年，王佩贞、刘振友相继调走，王国春接任副所长主持全所工作，下

设四名管理员，钱成岑负责餐厅、陈福贵负责客房、齐福全负责财会、沈国臣

负责总务，全所职工由30多人精减到20多人o

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王国春调走，马万仁任管理员主持全

所工作，管理员董英杰和赵云武协助工作。次年上半年，马万仁调走，全所只

剩下赵云武等十多人o

1968年，地处苏家屯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四工厂派工宣队进驻休养所

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八一四厂的自主任负责休养所的工作o

1 969年，军宣队接替工室队进驻休养所，由军宣队的宋主任负责休养所的

工作，休养所被编为辽宁大厦第四连，连长马云亭、副连长杨洪玉，指导员刘
肖E3子臼o

1970年3月，在‘‘深挖洞、广积粮”，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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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国各地积极修筑地下防御工事。为确保毛主席来沈期间的安全，沈阳军

区、省委、省革委会共同研究决定由沈阳军区负责在休养所院内修筑一个防原

子化学武器袭击的地下掩蔽部，整个工程由解放军雷锋团负责施工。全体官兵

克N7重重困难，历时六个月，在九号楼地下修建了与九号楼房间规格相近的

地下建筑群。随后，又在九号楼前修建了喷水池。这些建筑给九号别墅楼增添

了庄严神秘的色彩。

随着国际交往和国内事务的日渐频繁，在接待工作中，北陵休养所的名称

已显得有些不适宜。从休养所的建筑规模和接待规格上看，都已经具备了宾馆

饭店的条件，在全省的重大接待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休养所

已经到了转变管理机构的时候了o

1970年1 1月，根据省委、省革委会的指示精神，沈阳市革委会接待处决

定在休养所的基础上成立沈阳友谊宾馆，组建了“军、干、群”， “老、中、

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陈国富担任，副主任

由军代表吴万江和郭世安担任。沈阳友谊宾馆从成立之日起便脱离了辽宁大

厦，在市革委会接待处的领导下独立行使管理权。为了加强宾馆的管理工作，

1972年又增补郑垫一、黄玉久、王守方三位同志为革委会副主任。为了充实职

工队伍，在市革委会接待处的统一安排下，于1970年9月首次在市内招收一批

员工，1 971年5月和”月又分别两次在市内招收员工，1 975从盘锦地区抽调一

批城市下乡青年，加上从其他单位调进来的技术工人，使全宾馆人数增加至八

十多人，其中青年员工占绝大多数。

沈阳友谊宾馆建立初期，领导班子集中力量整顿各级组织，建立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加强行政管理，以适应接待工作发展的需要。

为了配合思想教育工作，宾馆组织全体员工参观了大石桥阶级斗争展览

馆、鞍钢炼钢第一现场、雷锋事迹展览馆、抚顺露天煤矿、石油二厂、万人

坑，开展了“’忆苦思甜”、“两忆三查”等活动。

从1970年至1975年，在宾馆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员工在宾馆院内因

地制宜地开展了农副业生产。他们开垦荒地种植蔬菜、水稻、黄豆、玉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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