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去欧洲学习技术，回来再应用普
及。如此一来，虽然每年比利时人不用
干任何事情就能得到分红，但中国却由
此掌握了专利技术。

1921 年，双方经过谈判，签订《华
洋合股合同》，公司定名为“耀华机器制
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1922 年，耀华
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自此，耀华成为中
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拥有弗克法生产线
的玻璃生产厂家。耀华玻璃的成立，结
束了外商独占中国玻璃市场的局面，拉
开了中国现代玻璃工业的序幕。

国内第一条化学钢化玻璃生产线、
国内第一片彩色平板玻璃、中国第一家
成功生产在线自洁净玻璃的企业⋯⋯
在博物馆二层展区，十几块不同的玻璃
展示着耀华公司曾经辉煌的历史，记录
了其创造的十六个全国第一，这也是秦
皇岛被称为玻璃之城的由来。

“看见这块玻璃了吗？这是防弹玻
璃，因为技术要求很高，当时国内只有
耀华能够生产。每一批防弹玻璃出产
三块。一块用来进行防弹实验，一块出
厂应用，第三块作为备用玻璃留在耀华
保存。博物馆里展出的这块防弹玻璃
的‘兄弟’，被安装在当时毛主席专车上
他所乘坐的一侧。”郭绘宇说，一块小小
的玻璃将一个企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
连，不仅代表了耀华公司曾经的荣誉，
更代表了一种责任。

科技与艺术重燃玻璃辉煌

在博物馆的“中国当代玻璃工业”
展区，两个宇宙飞船模型被摆在正中的
位置，旁边放着的防辐射玻璃盖片，被
应用在我国 90%以上的航天器上。但
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玻璃盖片出自
秦皇岛星箭特种玻璃公司。

随着我国玻璃工业的发展，各种玻
璃企业如星火燎原般在各地开花结果，
玻璃产品的种类也随之繁多起来。更多
企业进入玻璃生产行业，意味着更多新
想法进入到玻璃加工工艺中，越来越多
的玻璃被再加工为器形不一的新型产
品，以适应生产、生活对玻璃的新需要。

“星箭玻璃公司生产的玻璃盖片填
补了国内多种产品的空白。”郭绘宇说，
星箭玻璃成立之初就定位高端，公司为
了生产出新标准的玻璃盖片，自己设计
玻璃加工机器。研发过程中企业多次
面临倒闭，公司老总几乎变卖了家中的
全部资产，公司才最终存活下来。

“星箭玻璃公司的成长史，很能代
表当代玻璃工业发展的新水平。”郭绘
宇说，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最终存
活下来，而曾经风光无限的耀华，就是
因为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才逐渐
没落。

玻璃在古代被当成玉饰的替代品，

它从出生就身处“艺术圈”，所以，玻璃
发展到现在又重回艺术的怀抱。

在“璀璨神奇的玻璃世界”展区，记
者看到，这里云集了清华大学、上海大
学、琉璃工房、台湾琉园、吴子熊博物
馆、百工坊等国内顶级玻璃艺术团体、
学术机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完美诠
释了玻璃的变幻多端、风情万种的艺术
特质。

“要说艺术玻璃，就不得不提杨惠
姗。”郭绘宇说，杨惠姗被称为中国的琉
璃女王，在投身琉璃工艺之前，她曾是
金马奖影后。在一次拍戏的过程中，得
知那些被用作道具的精美琉璃品来自
国外，而中国在 2000 多年前就曾出现
过，但因各种原因失传已久，这让她很
是痛心，决定让中国的艺术玻璃重回巅
峰。

开始时，杨惠姗先后尝试了吹制技
法、玻璃粉脱蜡铸造法等多种方法，但
都因为对材质、时间、温度等控制不准，
一次次尝试换来了一次次失败。

“杨惠姗后来还去美国‘取经’，但
是也失败了。直到1990年一个重要文
物的出现，才让她成功生产出精美的艺
术玻璃。”郭绘宇说，这个重要文物就是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羽觞。玻璃羽
觞采用脱蜡法铸造，杨惠姗就是通过对
此技法研究，把失传的“手艺”找了回
来。如今，在博物馆内，就有杨惠姗的
相关玻璃艺术品。

琳琅满目的当代玻璃艺术品或意
象清新、质朴自然，闪烁着记忆的温暖，
或造型夸张、动感灵气，给人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有的，则体现了
对传统艺术精华的传承。

在博物馆特别增设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柜里，陈列着两组鼻烟壶内画艺
术品和玻璃灯工艺术品。横贯两百年，
方寸之间讲述着不同时期的故事，这是
对从明清流传至今的内画艺术的瞻仰，
更是对周乐元、陈少甫等清代内画工艺
大师与当代玻璃工艺传承人的礼敬。

本版图片均由秦皇岛市玻璃博物
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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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城
的产业新生

中国工业玻璃的港城史话 ■相关

□记者

孙也达

耀华玻璃厂在成立之初，因
其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玻璃生
产技术，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是首
屈一指的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需求
变化，传统的平板玻璃已远远不
能满足玻璃下游产业的要求，耀
华玻璃厂开始面临挑战。尤其是
上世纪90年代，耀华玻璃厂曾
试图改制，但作为老牌国企，庞
大的职工队伍、沉重的包袱让企
业改革举步维艰。

2001年耀华玻璃厂“退城
进郊”，搬到了秦皇岛市北部的
工业区。据耀华玻璃厂一些老员
工介绍，当时厂内行政人员甚至
和工人数量一样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曾经一枝独秀的耀华
玻璃厂，逐渐让出了“行业翘
楚”的交椅。

而与此同时，当地民营玻璃
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生成长
起来。

秦皇岛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
司瞄准世界高端，主打航天玻璃
产品，目前已拥有 6 项发明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柔
性抗辐照玻璃盖片、超大超薄高
强度抗辐照玻璃盖片、OSR玻璃
基片等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

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
司以生产高档玻璃容器为主，其
中啤酒瓶和干红酒瓶单项品种销
量连夺全国同行业之冠。

主要生产艺术玻璃的耀华建
筑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创立了

“耀华艺术玻璃”“君鼎琉璃”两
大品牌，其生产的琉璃艺术品
《云纹琉璃大缸》曾获得吉尼斯
世界纪录。

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有
限公司生产各类汽车玻璃，是丰
田、本田、通用、福特、大众等
国际知名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供应
商。

⋯⋯
细分市场，差异化竞争，秦

皇岛各类特色玻璃产品应运而
生，而当地的玻璃产业也从原来
的一枝独秀变成如今的百花齐
放。

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研究室
主任陈厉辞曾经到杭州市开会时
听说，当地的玻璃厂商如果遇到
生产不出来的玻璃产品，就会到
秦皇岛市来“淘宝”，往往都能
满意而归。这足以证明秦皇岛市
玻璃产业依然拥有着雄厚的技术
和产品优势。

在“玻璃之城”，在“中国
玻璃工业的摇篮”，玻璃产业正
在努力书写下一个百年辉煌。

文/记者 孙也达

秦皇岛供电：加强春灌用电保障
春灌期间，秦皇岛供电公司实行

无周休日 24 小时值班服务。开展田
间巡查，强化春灌线路和设备的巡视，
开辟春灌用电报装“绿色通道”，满足
农户用电需求。 （金佳、张媛）
张家口供电：全力确保供电线路安全

4 月 12 日，张家口供电公司电缆
运检室人员完成日常检修工作后，发
现农民烧荒引发火灾险情，成功奋力
扑灭，避免附近电力设施过火，确保供
电线路安全。 （伴建忠、郭怀龙）

景县供电：走访大客户，携手迎夏峰
4 月 15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对

辖区内大客户进行走访慰问。就如何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进行深入的沟通，
为迎峰度夏有序用电做好准备，赢得
了广大客户的理解与支持。（高立军）

故城供电：进校园宣传安全用电
正值春季植树高峰和放风筝时

节，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
来到郑口镇第二小学，开展春季安全
用电宣传，将电力知识送进学校，确保
师生用电安全。 （李宏亮、张一鸣）

武强供电：低电压治理显成效
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大力整治农

村“低电压”，坚持“管理措施优先、技
术措施全面”和标本兼治的原则，优先
采用管理措施，分类、分步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 （刘建峰）

景县供电：加强线路巡查
近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组织人

员对辖区内线路、变电站设备及配电
设施逐一检查，并对易引发倒杆等事
故的薄弱地段和全县大客户特巡，发
现缺陷及时处理。 （高立军）

故城供电：深入田间宣传防触电
近日，在房庄乡齐庄村田间，国网

故城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员精心准
备电力安全宣传手册和用电宣传彩
图，向村民介绍安全用电知识，增强用
电安全意识。 （李宏亮、张一鸣）

武强供电：认真部署春灌保电
日前，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组织员

工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和节约
用电常识。为客户排除用电故障，力保
春灌用电安全可靠。 （刘建峰）

冀州供电：多举措应对天气变化
近日，国网冀州区供电公司积极

组织人员多措并举集中对辖区内输配
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全力
应对“倒春寒”天气。 (温鹏)

景县供电:春灌安全宣传进田间
日前，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员工走进

田间，利用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宣传电
力法规，讲解安全用电、电力设施保护
常识，引导群众规范用电。 （高立军）

鸡泽供电：清理树障保供电
4 月 15 日，国网鸡泽县供电公司

对线路防护区内树木进行清理。目前
已完成160台公变清障，清理树障600
余棵。 （孙震）

尚义供电：架起供电服务“连心桥”
近日，国网尚义县供电公司人员

到多家小微企业开展与客户面对面交
流活动,主动了解客户用电需求，架起
供电服务“连心桥”。 （魏建国）
景县供电：严把春季临时用电安全关

日前，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利用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针对春
季临时用电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
临时用电宣传教育。 （高立军）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诉说中国玻璃史

“您知道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
在哪儿吗？”

“道南老耀华厂那儿。”
3 月 8 日，记者第一次去秦皇岛

市玻璃博物馆，在路边随机采访 10
位秦皇岛市民，所有人都能说出博
物馆的位置。

走近博物馆，红砖砌成的外墙
诉说着建筑久远的历史。博物馆总
占地 11.25 亩，建筑面积 2822 平方
米，分上下两层，一层前堂为“古代
玻璃及发展”展区，二层为“中国玻
璃工业的摇篮”“中国当代玻璃工
业”展区，一层后堂为“璀璨神奇的
玻璃世界”展区。

为什么中国古代玻璃没有像西
方那样兴盛？

博物馆讲解员张明亮解释说：
“中国古代玻璃最主要的作用是作
为玉饰的替代品，所以没有像陶瓷
制品一样形成规模生产，未能被广
泛应用。”

记者在“古代玻璃及发展”展区
内看到，中国古代玻璃除作为玉饰
替代品外，还被用来制作食物器皿、
祭祀器皿等。这些玻璃制品表面光
滑细腻，灯光下显得玲珑剔透，尤其
是那些玉饰替代品，其外观、纹理都
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在古籍中，中国的古代玻璃被
称作“琳琅”“陆离”“琉璃”“药玉”

“料器”等。
“古时候的‘玉’字旁，就是如今

的‘王’字旁。”张明亮说，中国古代
把玻璃看作美玉一类，因而造字时
把玻璃的各种称呼加上了“玉”字的
偏旁。汉代《盐铁论》中有“璧玉珊
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的语句，说明
了琉璃（玻璃）在古代宝物中地位崇
高。

晶莹剔透的外观，地位崇高的
定位，如此“优秀”的玻璃，为何不能
像陶瓷一样成为历史文明的“记录
者”？

“因为玻璃制作工艺复杂，仅说
温度一项，1600多摄氏度的高温，古
代就很难达到。”张明亮说，古人在
制作玻璃时，需要添加氧化铅和氧
化钡等助溶剂，才能用较低的温度
从矿石中提炼出玻璃水，“古代玻璃
提炼和制作都很复杂，虽然现在文
物价值偏低，但在当时绝对是‘奢侈
品’。”

西晋时期，文学家潘尼与同僚
饮酒时，宴席中人皆拿出家中值钱
物件，炫耀富足的家境，有的拿金
银，有的拿珍珠，但当宴席的主人拿
出一个琉璃碗后，其他人都自惭形
秽，潘尼见此，于座立成《琉璃碗
赋》。主人的宴席上有一只琉璃碗，
客人们都要作一篇赋，其贵重可想
而知。

在博物馆内，记者注意到，展柜

里摆放着浅绿色玻璃盘和浅绿色玻
璃羽觞。这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均出
土于满城汉墓，其外观都是浅绿色
不透明玻璃质，风化较严重。其中
浅绿色玻璃盘口径 19.7 厘米，高 3.2
厘米；浅绿色玻璃羽觞长径 13.5 厘
米，短径10.4厘米，高3.4厘米。

“这件玻璃羽觞，可以说是玻璃
杯的始祖。”张明亮说，在随后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方贸易的
发展，西方玻璃制品大量流入中国，
萨珊玻璃的吹制工艺就是在那时随
远行的商旅来到中国，与我国传统
的模制法工艺合称我国古代玻璃工
艺两大流派。

玻璃之城的由来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推
进，1914年，世界上第一座采用弗克
法生产玻璃的工厂在比利时建成投
产。

“我国传统切割法和弗克法的
效率对比，正如传统手工业与机械
化生产的区别，相当于自行车和飞
机的差距，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博物馆馆长郭绘宇说，当时，博山、
宿迁、广州等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引
进国外先进的玻璃生产技术，但都
以失败告终，直到弗克法进入秦皇
岛。

“我觉得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促
使比利时人把耀华玻璃公司选在秦
皇岛。”郭绘宇说，当初比利时乌得
米财团选择在华建玻璃厂时，主要
看三方面，一是当地是否有生产玻
璃的原材料，二是当地交通是否发
达，三是当地贸易市场是否成熟。

“这三个条件简直就是给秦皇
岛量身定做的。”郭绘宇说，秦皇岛
周边有一雷庄矿出产玻璃生产原
料；秦皇岛港和京榆铁路（北京到山
海关）保证了秦皇岛的交通顺畅；与
开滦煤矿紧密相连的秦皇岛港周边
的贸易市场也早已因港而兴，所以
比利时人对秦皇岛很是满意，但却
缺少一个当地的合作者。而此时，
周学熙听说有人在找合作方，便和
对方进行了接触。

周学熙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实业
家，曾被后人誉为“中国北方工业巨
子”，他与中国另一位著名实业家张
謇齐名，被称为“南张北周”。周学
熙早年与袁世凯意气相投，并将妹
妹嫁给了袁世凯的八儿子袁克轸，
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正
是因为和袁世凯关系紧密，周学熙
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

记者看到，在博物馆“中国玻璃
工业的摇篮”展区，周学熙的照片被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他“目光”所及
之处便是一个弗克法生产线模型。

据介绍，弗克法这个名字是为
了纪念比利时人埃米尔·弗克而起
的。1903年，埃米尔·弗克发明了平
板玻璃制造法（后称有槽垂直引上
法），这种制造法改进了传统人工吹
制法的旧工艺，提高了玻璃质量，降
低了生产成本，使平板玻璃由手工
生产跨入机器大批量生产的时代，
为当代大规模工业玻璃生产奠定了
基础。

弗克法问世后，中国其他地方
也曾试图将其引进，但都没能取得
最后的成功，为什么弗克法会在秦
皇岛生根发芽？秦皇岛又是如何利
用此机会发展壮大中国工业玻璃产
业的？

“这就不得不说周学熙的高明
之处了，他和比利时人的合作方式
在当时很另类。”郭绘宇说，当时国
人和外国合作办厂，核心技术都由
外国人掌握，国人想学习技术为己
所用时，外国人会果断停止生产，甚
至撤资、卖厂，以达到技术封锁的目
的。而周学熙促成的此次合作，不
用比利时人出钱、出人、出地，只需
对方用转让的技术专利入股，中国

1921 年，我国著名

实 业 家 周 学 熙 与 比 利

时人合作，在秦皇岛创

建 了 中 国 首 家 机 器 法

连 续 生 产 平 板 玻 璃 的

企业——耀华机器制造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这个公司，让

我国有了自己的工业玻

璃。巅峰时期，其玻璃

产量曾达到全国玻璃使

用量的三分之二。

2012 年 8 月 6 日，

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正

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

第一家国有玻璃专题博

物馆，也是目前我国唯

一一座政府出资建设、

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玻璃

专题博物馆。

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内展示的中国古代玻璃制作工艺。

由耀华玻璃厂旧址改建而来的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外景。

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内展出的星箭特种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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