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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汉阳铁厂及其至今涌动的血脉，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诸方
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乘“洋务运动”之势，抱“师夷长技以自强”之梦，选址汉阳创办铁厂
。
1894年，汉阳铁厂建成投产，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之久，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
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
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
有之局”。
在清末民初，汉阳铁厂有“东亚雄厂”之称，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开始觉醒的标志。
史学界认为，汉阳铁厂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经济范畴，它“在思维方式与时代精神上为革命
基因的培养奠定了基础”，“汉阳铁厂与辛亥革命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化历史剧的这一幕和那一幕，它
们是不同的导演者，之间却有共同的命运主题，这一主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化。
如果说前者是一场经济革命，后者是一场政治革命，那么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
”　　汉阳铁厂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华大地上的疾风骤雨始终伴随着它的荣耀和苍凉。
当日寇的铁蹄践踏大半个中国，民族危亡近在咫尺之时，1958年，国民政府举全国之力，将汉阳铁厂
迁移至重庆大渡口，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之名为抗战生产军工钢材，坚定了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
信心。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基地，被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赞誉为“国之桢干”。
重庆解放后，厂名几经变化，发展成为今天的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重钢”）。
　　从汉阳铁厂到重钢，改变的是企业名称、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不变的是以钢铁铸就的不朽魂魄
。
　　建国初期，重钢凭借由汉阳铁厂传承而来的设备、技术、人才和艰苦创业的企业精神，成功轧制
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根钢轨，铺设于成渝铁路，同时还支援了国内十几条铁路的建设，在新中国冶金史
上留下“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佳话；“大三线”建设时期，重钢调整产业布局，发展成为中国重
要的军工钢、品种钢研制、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重钢先后成为国家企业集团试点、现代企业制度
试点和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企业扩权让利、厂长（经理）负责制、主辅分离等改革
，率先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资金搞技术改造，为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总结出很多宝贵经验；2006年底
，重钢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重庆市城市规划以及自身的发展需要，启动了“环保搬迁”发展战略，选
址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正在全力打遣中国最大的船用钢生产基地。
　　重钢120年的发展轨迹是近代中国坎坷奋进历程的缩影和写照。
　　对重钢而言，汉阳铁厂既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需要传承的责任和文化。
在今日重钢，仍然随处可见汉阳铁厂的影响和文化烙印。
透过洞庭村、晴川院、香涛院、香涛洞、香涛路等名称，可以感受到企业在各个时期对于汉阳铁厂及
其创建者的追念；在重钢，现在仍找得出从汉阳铁厂传承至今的职工家庭；汉阳铁厂曾经使用过的蒸
汽机、轧钢机和车床等生产设备作为珍贵的工业遗产得以保存和保护；在重钢档案馆，保存着汉阳铁
厂时期的钢轨、砖瓦等实物和一大批珍贵档案；在重钢厂史展厅，综合利用了平面展示、浮雕、模型
还原、电子翻书和幻影成像等手法再现了从汉阳铁厂到重钢的发展历程；重钢成立了企业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对以汉阳铁厂文化为源头的企业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发掘和整理，牵头北京、湖北、江西、重
庆等地专家组织了汉冶萍文化保护研讨会；在庆祝建厂120周年之际，大型电视连续剧《钢魂》和5集
纪录片《追访西迁路》将和大家见面。
　　从汉阳铁厂到重庆钢铁集团，经历了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的社会变革。
由于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许多珍贵档案和实物已亡佚或毁于兵火，再加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鲜有日
记、回忆录和口述资料流传，难以在普通人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晰、连贯、完整、准确的集体记忆。
《中国钢铁工业缩影：百年重钢史话》承担了这样的使命，首次尝试了主、辅材料结合的编辑方式，
主材料是78个历史大事件，辅助材料是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事件亲历者的回忆、采访摘选、珍贵档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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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介绍。
同时，精选了500多幅珍贵照片作为插图，最大程度地丰富了图书的内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今天，汉阳铁厂及其历史文化正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普通人所重视和认识。
继承了汉阳铁厂血脉和基因的重钢正充满激情，开创中国钢铁人的新辉煌。
时值建党90周年和重钢建厂120周年，《中国钢铁工业缩影：百年重钢史话》的出版适逢其时。
这是对中国百年钢铁工业史在重钢缩影的总结和回顾，更是重钢人对前辈先贤的追忆和敬礼。
　　是为序。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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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钢铁工业缩影：百年重钢史话》是在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政领导组织指导下，作为
重钢集团建厂120年系列活动重要内容之一，由重钢档案馆编写的。
全书以时间为序，在汉阳铁厂创建到重庆钢铁集团初步建成中国西部精品钢生产基地的120年历史长河
中精选了78件主题事件，辅之以当事人的回忆和珍贵档案，力求以百年重钢为缩影立体再现中国钢铁
工业的坎坷行程。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亨，编者力求客观记述，正面挖掘，使之对今天的现实工作有所激励和启发。

《中国钢铁工业缩影：百年重钢史话》是对中国百年钢铁工业史在重钢缩影的总结和回顾，更是重钢
人对前辈先贤的追忆和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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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钢迁会所拆器材由自己组织运输，并由兵工署出面与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及民生公司签订运输合
同。
钢迁会拆卸的5.68万吨器材中，专属钢迁会和綦江铁矿、南桐煤矿所有的共3.7万吨，其余为代兵工署
各厂处和有关厂商所有，均需钢迁会代运后方。
与其他内迁企业相比，钢迁会的器材最多，也最笨重，很多设备动辄二、三十吨重，体积达上百立方
米。
当时中国的运输机构，不论公有还是私营，都缺乏在长江上游短时间内运输大量物资的经验。
如何将如此规模的器材及时、安全地运送到大后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一方面战事紧迫，另一方面参与组织此项工作的人要面临运输工具匮乏、枯水期不能航运和船舶逆水
上行所需燃料严重不足等现实问题。
　　钢迁会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先后征集雇佣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
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只柏木船。
此外，陆续把一些重要物资交给由武汉到宜昌、宜昌到重庆段的商业轮船附带运输。
各项设备器材先由武汉西运，到宜昌后，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川。
　　1938年3月26日，钢迁会运输股股长黄显淇在武汉上任，首先拜会了驻厂的钢迁会委员张连科，然
后又与其他各股股长、各矿主任进行会谈，着手开始组织运输工作。
由于工作繁重，运输股下面设立了3个办事小组，分别负责开展汉阳铁厂内外运输、汉阳至四川新厂
沿途的船舶运输和新厂内外的运输工作。
　　运输股最初的工作是对汉阳铁厂原有的二号、三号、四号码头及厂内外铁道进行修理，组织机车
、吊车和起重机。
由于日机不时前来轰炸，工作人员一面要点收吊运其他各股交运的器材，另一方面不得不对被炸毁的
设施日夜抢修，随修随炸，随炸随修，一直坚持到武汉撤守。
　　6月5日，钢迁会开始转运第一批拆卸下来的机器和物资。
对轻便小巧的器材装运问题不大，但遇到庞大的重型机械和锅炉以及各种爆炸危险物，就让运输人员
大伤脑筋。
他们把木驳船充分利用起来，两两扎成一排，用枕木垫平舱底，再用钢轨铺在上面。
用这样的土办法，稍微大一点的船都可以装上两个火车头或者锅炉，此外还可以再装载一两件10吨左
右的器材。
这一方法很快得到肯定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装运效率。
　　8月以后，由于很多货物堆滞在宜昌码头，汉阳方面的装运工作强度稍有缓解。
尽管日机空袭频繁，不断有人被炸死炸伤，但直至武汉撤守，这项工作没有一天间断。
　　10月间，战事更加吃紧，武汉陷落，鄂西吃紧，钢迁会的许多重要器材被阻拦于藕池封锁线以下
。
钢迁会工作人员详加探查，冒着生命危险昼夜兼程，终于通过封锁线，将器材安全运送到宜昌。
　　由于时局紧张，民生公司轮船吨位有限，川江航运十分困难。
11月间，钢迁会仍有2.7万吨的器材困存在宜昌码头。
钢迁会一面转请相关部门征拨海轮、木驳、工匠、人夫和工具，一面积极与民生公司联系货轮，又雇
佣了铁驳10多艘、木驳200多艘、柏木船228艘一起抢运设备。
同时从远东公司聘请了大量起重工匠昼夜抢装，将各种机器设备交给小轮船上拖到三斗坪一带，通过
在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转运站，经多次转运始至新厂。
途中不时有敌机追逐袭击，由于躲避得法，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化险为夷。
　　钢迁会艰难的转运工作从1938年6月初开始，到1939年年底才告结束，钢迁会专属3.7万吨器材中，
共有32321吨运抵重庆大渡口，沿途损失2745吨。
另有30只木驳船载运的次要器材没来得及运出，就地淹沉于武汉附近的长江中。
转运途中，共有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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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船只中，旧式柏木船损失严重，钢迁会自己雇佣的148艘有124艘安全抵达，兵工署划拨的228艘仅
有67艘安全抵达，仅此就损失随船火砖、钢轨、铁件达1300多吨。
　　【相关链接】工人抢运机器设备　　（从武汉撤退到宜昌的《新华日报》记者）夏新立下了大堤
，匆匆地跑过一大堆机器设备，一群在篝火映照下的工人正手拉肩扛地试图移动一台庞大的机器。
天气已经有了相当的寒意，工人们却大多赤着上身，在火光中，甚至可以看见他们赤裸的肩膀和胸膛
上的汗珠。
他们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周围慌乱的人群好像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夏新立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光线已经足够拍照，便取下肩上挎着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那
群工人。
工人们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一般，继续吆喝着，推拉着。
　　——《重庆大轰炸》　　【相关链接】参与运输器材的柏木船　　川江上行驶的柏木船，大者可
载重20万载（每载约合六、七吨），小者可载二、三万俄，一般以10载的为多。
木船在静水无风时，每日可行50里。
有顺风时，张帆每小时可行50里。
但在三峡的激流险滩上行，必须有纤夫拉纤，方能前行。
在有的急滩上，虽尽一、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仅能上行2丈，有时甚至寸尺难行。
木船过巫峡时，峭壁数百尺，纤夫不能上岸拉纤，只有扎水候风，或者缓行。
大风来时，一天可过80里长的巫峡，但常常因候风扎水五六天，方得遇风。
木船缓慢的原因，是它在黄昏后和大雾里不能行驶，水涨时更不能行，须候至水涨定才能前进，加上
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道上，险滩林立。
各滩又有枯水滩和洪水滩之分，在西陵峡的青滩和泄滩，就有不少木船被撞翻沉。
　　——《宜昌大撤退图文志》　　【亲历亲闻】运输过程中遭遇轰炸的惨景　　我们的船负责拖运
一部分工厂机器到重庆，开始有兵舰保护我们。
他们有高射炮，敌机不敢低飞，只在高空用炸弹炸我们。
后来，兵舰不幸被敌机炸坏了，日机就开始低飞用机枪一次又一次地向船上扫射。
我们不能按航道行船，只能东开西躲，不小心碰上了暗礁，船头栽入了水中，只有尾部仍在水面上，
船上的人全部落入了寒冷的江水中。
我的鼻梁被弹片擦伤了，趴在一块船木板浮到了江岸。
　　江面上敌机在轰炸，江岸上有个拉黄包车的工人，正拉着车子跑一条下坡路，被日寇飞机丢下的
炸弹炸掉了头，脖颈向外喷着血，尸体却由于惯性仍在跑，不多一会血尽人倒下了。
坐车人的血肉有一块崩溅到墙上粘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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