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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煉鋼鐵


蔡明亮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辦公室離休幹部

1958年5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掀起了貫徹

總路線的高潮。這是開始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

出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步伐，趕上美國，超

過英國，農業上江南糧產要超千斤，工業上年底

鋼產量達到7,000萬噸的奮鬥目標。

舉國上下積極回應，各條戰線，開展各種勞

動競賽運動，互相檢查評比，插紅旗，拔黑旗，

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高潮，在全國

迅速開展起來。農村很快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組

織軍事化、勞動一體化及吃飯食堂化。生產、生

活實行「五統一」，即統一出工、統一休息、統

一收工、統一吃飯、統一評工記分。廣大勞動群

眾夜以繼日，在田野、在工地戰鬥，到處歌聲嘹

亮，紅旗飄飄，一個史無前例的生產大運動在全

國各地蓬勃興起。

我當時分管（泰和縣）禾市片（兩個區），

蹲點在禾市區豐壟大隊。那是一個水利灌溉比較

好、人均耕地比較多及糧食畝產比較高的大隊。

為實現畝產超千斤，我們發動群眾，採取

廣積肥料，改造低產田，挑選優良品種，適當密

植，挖溝排水幾項主要措施，早稻長勢比任何一

年都好，預計畝產千斤是可能的。正在早稻勾頭

的時候，省裏傳出鄱陽縣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

糧的消息，說組織參觀評比時，稻子上面放個雞

蛋都落不下去，禾杆上儘是穀子，還有的地方傳

出畝產紅薯二十多萬斤的消息，那是怎麼種的

呢？他們說是在地裏挖條大壕溝，壕溝裏堆滿了

豬、牛欄糞，薯苗插在上面，再覆蓋泥土，一個

紅薯長幾十斤，甚至上百斤。當時，我們聽到這

個消息簡直不敢相信，無法理解。

來歷，是稻子快要收割時，將幾畝田的稻子一株

株移到一畝田上去，一株靠一株，拼起來，不留

空隙，這樣造出來的。於是，我們那裏也有人提

議想搞點試驗，我堅決反對。我說：這樣搞是勞

民傷財，得不償失，騙人騙己的錯誤做法。我簡

單的計算了一下，假設一畝產 50,000斤，每平方

米要產 80多斤穀子，一畝產 10萬斤，每平方米要

產160斤，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後來，人

們頭腦清醒過來以後，批判這是一些幹部好大喜

功、好出風頭、脫離群眾及脫離實際生產的浮誇

風。這種不正之風雖然不久得到批判，但未徹底

根除，危害深遠啊！從這裏我們可以也得出一個

教訓，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我們應通過自己的

腦子好好想想，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算算賬，

決不能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盲從瞎起哄。

早稻快要收割時，中央下達了大煉鋼鐵的指

示。有一天，晚上 8時正，縣委侯書記召開一次電

話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常委、縣委委員、各區鄉

長及黨委書記，我是在豐壟點上參加會議的。侯書

記在電話上說：中央要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而且

要立即行動。為促使這一舉措迅速落實，侯書記還

在電話會議上宣佈拔白旗，當場撤掉了沿溪鄉黨委

劉書記、潘塘鄉黨委王書記的職務，殺一儆百，給

大家先來個下馬威。當時，我對這個宣佈是有保留

意見的，因它沒有經過縣常委討論決定，而是縣委

書記個人的意見。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書記

的威信，我也沒有提出異議。

說心裏話，我對大煉鋼鐵是不懂的，一竅

不通。怎樣搞？心中一點數都沒有。只好按照縣

委書記的佈署，在電話會議結束後接著召開了禾

市片（禾市區、三都區）區、鄉黨委書記電話會

議。具體分配了各鄉上山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要

後來，我們打聽到畝產幾萬斤或十幾萬斤的 求實行軍事化管理，以鄉為單位，組織一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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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委書記、鄉長分別任教導員、營長；區委

書記、區長分別任團政委、團長；一個大隊一個

連，大隊書記任指導員，大隊長任連長，我自封

為師長。一個大煉鋼鐵的師團，就這樣成立了起

來。在電話上更確定了把大煉鋼鐵的地點放在禾

市鄉蛇井，及把各區、鄉勞動力的具體住地作了

安排，並要求立即行動。

當天晚上，區、鄉、大隊幹部和群眾幾乎都

沒有睡覺，經各鄉具體佈署後，幹部分頭連夜敲

門，動員群眾上山，從通知準備到上山不到五個

小時，全片兩個區、 10個鄉動員組織八千多勞動

力，帶著鋪蓋和食糧，點著火把，於晚上 3時連夜

趕到了禾市鄉的蛇井工地。只見到處燈火通明，

人山人海。找對地方後就鏟草整地，砍樹搭建臨

時工棚，解決住處。同時，我和區、鄉幹部在工

地臨時碰了個頭，大家商議這次鋼鐵怎麼煉法？

多數同志心中沒有底，也不知怎麼煉。好在有些

同志過去在永新拿山及蓮花縣看過煉鋼鐵，他們

介紹說︰先用黃泥築個高爐子，然後一層木炭一

層鐵礦石放到爐裏，加些石英石和生鐵到爐內，

點上火，再用風箱在外鼓風，使爐溫升高到 1,200

度以上，使礦石溶化為鐵水，流出爐外，冷卻後

成鐵。但爐子具體多高多大，爐膛怎麼做，風箱

規格等等就不太清楚了。因此當即決定各鄉派兩

名幹部和幾個青年，由區領導帶隊，連夜趕赴永

新拿山學習取經。在家的區、鄉幹部，分別在工

地上選擇地方建爐，帶領群眾平整建爐地基。

因蛇井和永新拿山很近，當夜趕到，第二

天學習一天，第三天參觀學習的人員就全部回到

蛇井工地，帶回了築爐草圖，也瞭解到風箱的規

格︰用一棵完整的樟樹挖成，鼓風活塞用公雞尾

毛製成的，而爐膛則用耐火磚砌成。於是，各

鄉把泥工、木工挑選出來。開始按圖紙建築土爐

子，砍樟樹挖風箱，回家殺雞拔雞尾毛。不到三

天的時間，蛇井工地築起了 38個土爐子。根據學

習經驗，我們的爐子大部分選建在山坡上，個別

建在旱田裏。

第二階段是開始煉鐵。土爐子、風箱準備

就緒後，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排長以上的戰地幹部

組建成一個師，成立五個團，以團為一個戰鬥單

位，分工為：

一個團負責挖礦石、揀礦石、碎礦石及送礦

石，保證爐前礦石供應；

一個團負責後勤，做飯送飯燒開水，採購物

資，保證按時開飯；

一個是技術團，組織泥工、木工、鐵匠及篾

工，分別負責生產的工具如土箕、鋤頭、刀斧，

以及爐子、風箱等維修；

一個團負責裝爐子、拉風箱、出爐渣、打絞

棍及出鐵水；

一個團負責燒木炭，把木炭送到爐前。

不過，根據團的任務大小，分配的人數有

多有少。各團根據自己的任務再分配到營、連、

排、班甚至個人，再具體定包到爐子。制訂出各

種制度，提出具體要求。師、團、營、連、排及

班各造一面大紅旗，互相開展流動紅旗競賽。定

期評比檢查，對於進度快、品質好及完成任務好

的單位和個人，分別由上一級授予紅旗單位，並

敲鑼打鼓把紅旗送到單位掛起來，予以鼓勵。下

次別的單位評上了，又把這面紅旗摘下來轉送到

別的單位去，這就是「流動紅旗」。

由於組織嚴密，制度健全，目標明確，任務

具體，人人有事做，個個有責任，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很快在蛇井工地掀起了一個轟轟烈

烈的群眾大煉鋼鐵高潮。

進山第六天，豐壟大隊煉鐵爐子第一個出鐵

了。這個爐子是我抓的重點，我自進入蛇井後除

對整個工地佈署外，就是以豐壟大隊為重點，從

整地建爐開始就和群眾一起，參加了煉鐵的全過

程。這個爐子從出第一爐鐵水起，出鐵一直比較

正常，連續廿多天沒有「結牛牯」，日產白口鐵

兩噸多，評為全縣紅旗爐。何謂「結牛牯」？就

是爐內礦石燒成玻璃硫一樣，結在爐膛裏，用絞

棍絞都很難絞出來，甚至有的影響到爐子報廢，

這是當時煉鐵的一個最大難題。但其他爐子都不

太正常，有的幾天壞一次，有的一天壞幾次，主

要都是爐內「結牛牯」，影響出鐵。為總結經

驗，我們在豐壟爐前開了一個現場會，總結出經

大會，對所有人員進行重新分工。全部八千多人 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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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豐壟爐子地勢比較高，建在山坡上，地勢

乾燥，除濕性能好； 

2、鼓風正常：豐壟爐子由支書、主任及民兵

連長三班輪流，一天 24小時鼓風不停，爐

膛內溫度比較高； 

3、礦石比較純，從山上揀送來的礦石在爐前

再進行一次精選，把含鐵量比較高、品質

比較好的留下裝爐，雜質大為減少。

通過這次經驗交流後，大家回去也對礦石進

行精選，實行三班輪流拉風箱，有些爐子就比較

正常了。儘管還有些爐子出鐵不正常，但就當時

全縣四個煉鐵基地比較，蛇井工地總出鐵率還是

比較高的。 10月1日向國慶日獻禮放衛星時，蛇井

煉鐵基地得到地、縣表揚。

鐵，確實煉出來了，不過煉的不是灰口鐵而

全是白口鐵，只能製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不能

用於其他方面。

大概在 8月中旬，首都鋼鐵學院女學生一行 

15人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因為蛇井生產基

地比較正常，出鐵率比較高，於是她們全部被介

紹到蛇井工地。開始時，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

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

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

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

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

石，感到很是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

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

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

從頭學起。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

有的分配到木炭連學燒木炭，有的分配到礦石連

學習鑒別礦石，有的分配到爐前和群眾一道裝爐

子、打絞棍。晚上她們集中住在一棟祠堂裏，互

相交流白天參加勞動的體會。為了幫助她們，我

們專為她們配了兩個女同志，和她們住在一起關

照她們的生活。大約半個多月後，她們離開蛇井

回北京。離開前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她們說：這

次下來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

全個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

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

感到她們的謙虛態度和吃苦精神，也給我們留下

了非常好的印象。

這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確實教育了人，鍛

煉了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不

可磨滅的烙印。大家一談到大躍進及大煉鋼鐵，

就心有餘悸，覺得是一場大災難，我倒覺得有利

有弊，不過弊大利小而已。

首先，廣大幹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聽毛

主席的話，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迎難而上，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天鬥地，毫無怨言。

群眾那種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及積極性是非常可

貴的。實事求是地講，這一年的農業生產確實搞

得不錯，本來是個豐收年，煉鋼鐵前期也確實煉

出了有用的白口鐵。但主要問題是浪費大，這樣

千軍萬馬轟轟烈烈上山煉鋼鐵，費了九牛二虎之

力，沒有煉出多少好鐵，就蛇井工地而言，算是

比較好的，也不過煉出了幾十噸用途不大的白口

鐵。而本來那年農業生產形勢不錯，糧、油和經

濟作物都是個豐收年，但由於主要勞力調去煉鋼

鐵了，留在家裏的儘是老弱殘疾和小孩，加上吃

大鍋飯，整體都沒有收穫好。後來發現有些禾稻

沒有收割，有些割了留在田裏沒有脫粒，結果都

爛在田裏；有的地方種的花生沒有精細挖檢，採

取放水浸田，用牛犁後用耙耙，收多少算多少，

後來滿地長出花生苗來；還有的山區茶籽也沒有

收好，只選擇好的摘了些，多數無人過問，掉在

地上無人去撿，有的摘下來仍一堆堆放在山上，

沒有挑回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特別是有的地方

後來由煉鐵發展到悶鐵，利用磚瓦窯，一層礦

石一層柴的點火燒悶，結果變成了一窯「結牛

牯」，用炸藥去炸才炸開。

其次，浮誇風興起。本來中國人有傳統美

德　　勤勞、勇敢、誠信、樸實，但 1958年「大

躍進」開始，一些幹部好大喜功，鑽大躍進的

空子，欺上瞞下，信口開河，造出畝產 10萬斤糧

食， 2 0萬斤紅薯的大謊言，還提出「人有多大

膽，地有多高產」，越吹越大。問題更為嚴重的

是有些領導昏昏然，不加調查，不加制止，以訛

傳訛，互相鼓吹，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結

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同時，我們 果，助長浮誇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猛。有的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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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壞作風帶到了其他工作崗位，至今仍未能徹底

肅清，如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弄虛

作假、脫離實際及脫離群眾等等，其危害之大是

難以估量的。

第三，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千軍萬馬走到

一起，為了出鐵，不顧一切，鏟草砍樹，信地為

營，植物被一掃而光，留下光禿禿的山頭荒野，

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特別是燒木炭，僅以蛇井

為例，為了燒木炭，每天上山砍雜木的就有六百

活動消息

多人，砍下的樹木無數；挖風箱砍樟樹的破壞更

大，一個風箱砍一株，第一次就砍下近 40株，每

株直徑都在 80公分以上，蛇井附近所有樟樹全部

被砍光了，這些樟樹長起來起碼要 30年到 40年。

同時，砍樹還要踐踏、折斷一批其他小樹，真是

很可惜。

（按：該文為作者蔡明亮所撰回憶錄《實踐雜

記》的第二十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