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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看法，往往会随着时闻的流失而模糊和淡化，而摄影人却可以用他手中的镜头，
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观点和视觉影像，让我们重新能够穿越时空，衔接过去和现在。
陈海汶先生就是一位让我们重回《上海老工业》游历的杰出摄影家。
上海的工业史和上海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上海的工业在中国有着顶天立地
的伟业，它是新中国工业的脊梁。
在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后，曾经风光繁荣的十里洋场代表——外滩，蜕变为上海城市背影，而上海的
制造业地位在全国成为最核心的主力军。
在相当困难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上海工业和上海工人承担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负，作出了至今
无法用简单数字可以描绘的卓越贡献。
“上海货”成了国家优秀和稀缺产品的常用语，“上海师傅”变为全国各地工厂技术标准和指挥人才
的代名词。
可以说，从1949年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上海工业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海派文化融会后产生的
动力支撑了新中国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真正的基石和支柱。
随着岁月的流转，21世纪以来，上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剧变，怎样才能保留和记录下这一段辉煌的历
程，仅仅用文字的笔力显然是不够的。
甚至在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时候，陈海汶先生作为民间摄影家为上海工业史奉献出一件填补空白的大作
品，尤其值得敬佩。
陈先生的主题性影像创作近年来在国内外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从本书的创作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是在
责任意识驱使着，把摄影术变成他主题创意的代言工具，通过一次次勤奋和艰苦的创作实践，记录下
上海老工业真正的过去。
本书的创作属于抢救性拍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复制以前的场景，但我们不能不称赞作者在紧张的
拍摄工作当中始终从画面里向读者展示上海工人阶级的人性和情感。
陈先生坚持使用饱和的色调作为本书题材的主影调，作者也并不追求一时一事的绝对真实写照，而是
通过景和物、物和人之间的关系，用对比或象征的手法表现那个时代和那个产业的特质。
同时，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大胆选用当年的黑自老照片交替出现，让今人和后人更能够理解和感知我
们的诉说。
本书编排有序，进一步使主题鲜明，耐人寻味。
作品既有直接刻画上海工业主题的大场面，也有从小处八手，选用一定环境下的历史细节来问接陪衬
和突显主题。
作者始终把握了全书的整体创意思想，让阅读者在视觉和认知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和融合，有相当的震
撼力。
笔者在编辑出版此书时，深深感受到一位有使命感的摄影家和仅有摄影风格技巧的摄影家的区别在哪
里，我没有贬低哪一类摄影家的含义，我只是想说，我更敬重前者，他的作品可能对人民大众来说，
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
我用中国著名诗人卞之琳的一首诗作为序言的结尾。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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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城市的发展，起于航运贸易，兴于工业。
相较发端于晚清的近代民族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工业化进程凝聚着更多个体记忆和亲历亲闻。
工业打造了上海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上海的胎记和名片；众多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和产品纷纷涌现，
有些甚至已经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海工业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许多曾经风起云涌的工厂和企业在改革大潮中澎湃激浪，渐次消失于人们的生
活中。
我们既欣喜于日新月异的成绩，也感怀于壮士断腕的阵痛，并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渐行渐远的身影以
及曾经有过和仍在继续的光荣与梦想，标注为“上海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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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之重源起浦江工业脊柱上海制造梭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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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直到1890年黄浦江畔竖起第一座平炉，才真正意义上揭开了上海钢铁工业的序幕。
19世纪开始的洋务运动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江南制造局炼钢厂更开了上海钢铁工业的
先河。
如今已经是成熟的市民生活区的制造局路，就曾经是炼钢厂占地27亩的大车间所在。
只是好景不长，八年后因为所产枪炮落后而一蹶不振，工厂在抗日战争前将设备迁住重庆，草草结束
了上海首家钢厂的光荣历史。
解放前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和经济中心，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上海的钢铁工业历
经60年的兴衰起落，到1949年仅仅具备375吨钢、7万吨钢材的年生产能力。
眼前的一切将我们推回2005年。
大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机器、老厂房，依然在等待拆迁或者爆破之前默默工作，在湛蓝的天空下
散发出异常斑斓的色彩。
那些隆隆工作的车间，飞扬的尘土，轰轰驶过的卡车.都将是钢铁工人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点滴
滴写在黝黑的脸上，含在被钢炉熏黑的胸膛里，印在钢铁铸就的坚毅灵魂中。
关于钢厂的记忆，是灰色却阳光灿烂的。
1949年，无数满腔热血的上海青年，随着新中国吹响的嘹亮号角，自豪地踏上了产业工人之路，在艰
苦的条件下无怨无悔地付出，只因为同一个信念：一切为了新中国。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激动的是“赶超英美”的豪言壮语，难忘的是家家户户竖起的小高炉，欢迎
的是“保钢指挥部”和“大炼钢铁行动组”，失望的却是最终欲速不达的“大跃进”⋯⋯历史的车轮
总是隆隆前进，痛定思痛的考量带来了生机。
1961年，国民经济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海钢铁行业缩减60％的基本建设
投资，关闭了“大跃进”时期仓促建设的部分工厂车间，经过重新调整和建设，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主
要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重振旗鼓的钢铁工业又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新产品、新项目层出不穷。
上海第十钢铁厂简称上钢十厂，下同）建成国内第一套200毫米热镀锡带钢试验机组，试制生产600毫
米的镀锡薄板，填补了国内该项产品的空白；上钢二厂也利用关闭的转炉车间，改建成合金钢丝车间
，率先试制成功300米鱼雷快艇用镀锌钢丝绳⋯⋯为响应国家自力更生研制“两弹一星”的要求，上钢
三厂和五厂也先后成为了投资与建设的一员，肩负起上海（乃至中国）在当时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1965年，上钢五厂试制成功15米长不锈薄壁钢管、400毫米宽航空不锈带钢；钢研所试制成功用于核工
业和航空仪表的弹性合金带、用于导弹发射机壳体的高强度合金带、钎焊合金以及高性能冷轧取向硅
钢带等多种新产品、新材料；上海碳素厂也为核工业研制成特种高纯石墨材料，它们都为中国制造第
一枚原子弹、导弹和卫星提供了所需的关键材料。
上海，责无旁贷地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尖端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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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老工业》：前进的城市，远去的记忆。
当我们沿着追寻的足迹，机器的铿锵隐约又在耳边回响：透过镜头的回望，一幅幅老工业群像穿透岁
月渐行渐近，忠诚地诉说着城市的沧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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