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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上海新

沪玻璃厂石英车间主任廖旭东与往常

一样，正准备下班时，突然接到厂里通

知，说暂时不要回家。随后，广播中传

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全厂陷入

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

9 日晚，党委书记吴友生急忙从

上海赶回嘉定的工厂，向工人们传达

了新沪玻璃厂将要为毛主席制作水晶

棺玻璃的任务。工人们从悲痛中亢奋

起来，连夜讨论制作水晶棺玻璃的方

案。

早在 6 年前，新沪玻璃厂就曾经

成功研制出直径 1200×120 毫米的宇

航用透明石英玻璃大块，根据这一工

艺思路，在接下来的 20 天里，全厂职

工日以继夜，连续奋战，到 9 月下旬，

分别生产出规格尺寸达标的光学玻璃

和石英玻璃各一块。但是，生产出的

光学玻璃中有少量气泡，石英玻璃中

气泡和有色斑点很多，质量达不到制

作水晶棺的要求。

此时，新沪玻璃厂迫切需要技术

和物质的支持。然而，当时“四人帮”

刚被粉碎，消息还没有对外公布，一直

在督造水晶棺玻璃生产的“四人帮”特

派上海代表不见了踪影，水晶棺制作

一事再无人过问。可研制工作不能随

意停下来，着急之下，廖旭东陪同厂党

委书记吴友生等人去市里询问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也不了解情

况，你们去北京问问吧。

国庆节后，新沪玻璃厂党委副书

记卢克骏、石英玻璃车间主任廖旭东、

光学玻璃车间主任王友海一行三人到

了北京。时任国家建材部玻陶局局

长、水晶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祁俊明

确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决定用石英玻

璃做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研制单位定

在北京 605 厂，限期在 1977 年 7 月前

制作出三大块、两小块无肉眼可见缺

陷的石英玻璃大板（两块侧板、两块端

板和一块顶板），确保毛主席逝世一

周年时纪念堂开馆使用。此时，作

为第一研制单位的北京605厂已经

制作出无气泡、无色斑的石英玻璃，

但是玻璃的长、宽和厚度，都远不能

达到水晶棺玻璃尺寸的要求。

三人当即向祁俊详细汇报了 9
月份新熔制的水晶棺石英玻璃大板

的成型工艺、现存问题和下一步的

技术思路。祁俊肯定了这一思路，

并表示将向上级建议，增加新沪玻

璃厂为第二研制单位。

12 月下旬，毛主席纪念堂工程

（又被称为“一号工程”）水晶棺小组

组长韩伯平、副组长祁俊，与上海市

领导林乎加、韩哲一等一行人来到

新沪玻璃厂，宣布上海新沪玻璃厂

为毛泽东水晶棺专用石英玻璃大板

第二研制单位，并动员全市力量支

援新沪玻璃厂水晶棺玻璃研制工

作。

到北京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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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初，新工艺试验开始，

经过 20 个昼夜的连续熔制，方案一，

玻璃中的气泡、色斑问题基本上解决

了，但是得料率很低，速度出奇的慢。

方案二的进展却出乎意料的迅速，在

解决了超厚玻璃块料熔接的难题之

后，3 月底即熔接出一块 620×280×50
毫米的无气泡、无色斑的石英玻璃大

块。

紧接着，4 月下旬，适用于第二套

方案的新工艺生产线完整建成，5 月

16 日，第一块 1200×640×46 毫米规格

的合成石英玻璃大板熔制成功，由飞

机送往北京，验收结果出来：质量完全

合格！

5 月 16 日起，新沪玻璃厂每 7-8
天就生产出一块石英玻璃大板，先后

生产出 1 块 1200×640×46 毫米和 7 块

2400×640×46 毫米规格的石英玻璃，

提前一个月超量完成了任务，给后期

玻璃抛磨加工、水晶棺装配、灯光调

试等工序留足了时间。至此，“一号

工程”水晶棺领导小组下达通知：上

海新沪玻璃厂已经光荣完成任务！

1978 年的上海市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把水晶棺专用高纯合成石

英玻璃大板列为 1977 年上海市重

大科技成果之一，上海新沪玻璃厂

也被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并获

得了毛主席纪念堂赠送的锦旗。

水晶棺玻璃熔制成功

沉寂了三个多月的新沪玻璃厂再

一次沸腾起来：新的熔制、净化设备陆

续运进厂里，源源不断的氢气、氧气每

天被送到这里，上海市高校、研究所里

最优秀的专家、教授参加玻璃质量攻

关……工人们把天然水晶磨成粉，经

过净化处理，在1800℃的高温下熔化，

再熔成2米多长的石英玻璃大板。经

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研制，生产出的

石英玻璃中的气泡、色斑大幅度下降，

但是，气泡和色斑等问题仍然无法完

全消除。此时，距离最后的期限还有

四个月。

在廖旭东的记忆里，1977 年的冬

天异常寒冷。看着江苏省东海县经过

精心挑选送来的优质水晶原料，看着

十二小时工作连轴转没有休息天的工

友被高温烘烤得又黑又瘦的面容，想

着现场会上在市领导面前自己代表试

制组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已被满足，所

有兄弟单位都在无条件地支援着研制

工作。可时至今日，玻璃中的气泡、色

斑仍久攻不下，廖旭东感到了前所未

有的煎熬。他反复问自己：能不能按

质按量按时拿出大板？

那一年的春节，所有职工放假一

天，廖旭东一个人待在车间熔炉旁边

值班，没有回家。凌晨起来，他发现熔

制车间的大门被大雪封住了——一直

坚持的工艺路线是否也被陈旧的思想

“积雪”封住了？新的出路在哪里？

此时，他开始从根本上苦苦思索。

在与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宋

伯庆等人反复商榷、反复推敲后，受

万吨巨轮由一块块钢板焊接的启

发，在廖旭东脑海中，新的工艺思路

一点一点清晰起来，此时，两个新的

试验方案产生了：一是用高纯四氯

化硅替代天然水晶原料直接熔，二

是生产小规格石英玻璃料砣，热压

成块料，磨整齐后再将块料焊接成

大块玻璃，这样一来，就把解决天然

水晶原料熔制石英玻璃中存在气

泡、色斑的难题转换成超厚玻璃熔

接的难题。

大雪封门独辟蹊径

菊园新区环城路720号，是上海新沪玻璃厂的旧址。当经过这片

废弃的厂房时，落日的余晖静静洒在屋顶的景象，或许会触动人们某

根怀旧的神经。然而，大多数人不会想到，36年前，从这片厂房里传出

的每一声欢呼，都曾牵扯着整个中国的神经——那一年，毛主席纪念

堂水晶棺的石英玻璃板，就在这里研制出炉。

那时，谁都没有见过水晶棺。接到研制水晶棺的任务后，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廖旭东、胡平等上海新沪玻璃厂的职工，他们凭

着“宁愿豁出一条命，也要攻下水晶板”的决心，冲破思维的禁锢、挑战

身体的极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首次研制出了纯度达到99.9999%、

无肉眼可见杂质、符合水晶棺规格要求的石英玻璃大板。

职工们说，厂虽然不在了，但是这段记忆，永远都不会磨灭。

记者记者 王丽慧王丽慧//文文

为毛主席纪念堂做为毛主席纪念堂做水晶棺

万众一心大会战

“为毛主席纪念堂做水晶棺玻

璃，这是一个多么光荣的任务呀！”

回想起当年，今年已77岁的胡平仍

激动万分。熔接是水晶棺玻璃制作

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水晶的熔点超

过 1800℃，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

成拼接，胡平戴着特制的墨镜拿着

氢氧焰喷射灯紧盯着熔缝操作，力

求不让一条接缝出问题。为了确保

玻璃拼接的质量，熔接的同时，旁边

还要有 4 个技术工人冒着高温、瞪

大眼睛，一个一个挑掉玻璃上的杂

质和气泡。有机玻璃面罩烤软了、

工作服烤焦了，他们也咬紧牙关一

鼓作气完成工序。“当时我们测过，

拼接时操作位置瞬间的温度可达到

78℃，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没有一

个人喊热。”廖旭东回忆说。

除了新沪玻璃厂，当时，几乎全

市有关的所有力量都被用于支援水

晶棺玻璃的研制工作中。据1977年7
月1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提

交的一份《关于研制水晶棺石英玻璃

大板的情况报告》记录：石英玻璃大板

的研制成功，是大协作、大会战的结

晶。参加这次会战的有工厂、学校、研

究所，共一百多个单位。大家有人出

人，有设备出设备，全力以赴，把参加

为毛主席制造水晶棺的会战当作是全

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们委托给自己

的一副重担。

1977 年 8 月 22 日，毛主席纪念堂

首次接待各界人士瞻仰毛主席遗容，

廖旭东等参与“一号工程”的劳动者代

表也应邀到纪念馆参观。参观者第一

次看到这具水晶棺时，多赞叹其晶莹

剔透、不带一点瑕疵，只有廖旭东知

道，这具完美无瑕的水晶棺上，曾凝聚

了研制者的多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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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沪玻璃厂参与毛主席水晶棺玻璃大板研制的部分员工合影

上海新沪玻璃厂参与毛主席水晶棺玻璃大板研制的部分员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