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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

内容概要

小说以1957年的整风和1958年“大跃进”为背景，以东北兴隆钢铁公司为增产25万吨钢所展开的斗争
为主线，描绘了领导与群众、个人与集体、革新与保守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着墨于领导工作中两
种思想作风的斗争，展现了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生活图景，歌颂了钢铁工人为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表现
出来的乘风破浪的英雄气概。小说开头就提出了生产过程中的尖锐问题：怎样争取更大的增产。就此
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公司和上级党委的主张和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态度，认定在增产指标上“今
年咋能比去年低？”主张一年超一年，大跃进接着更大跃进。主要代表是新任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总
经理陈家骏和老工人刘进春、青年工人李少祥等；站在对立面的人物以冯棣平为代表，他们不相信甚
至压制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不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议，采用国外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党的整风
运动的深入开展，推进了钢铁生产，造成了广大工人群众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局面，直
接促成了当时的生产建设高潮的到来。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高潮正好落在这里，以炼钢厂胜利地完成
了增产任务祝捷大会的召开作为小说的结束。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李少祥是一名浑身充满热劲的先进青
年工人，他出身于革命家庭，16岁就当上了炼钢工人，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德。
他刚从北京开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回来，到公园休息度假，约会分别了6年的女朋友，也还是挂念
着厂里的生产，和大哥讨论增产问题，向宋厂长打听当年的增产计划。他富有集体主义精神，胸怀宽
广，沉得住气，吃得下“闷亏”，团结本班和另外两班的工友共同争取增产。只要对增产有利，他可
以不顾危险，忍受委屈。偷偷试验快速精炼时，虽然受到了厂长的处分，但他还说：“只要对生产有
利，个人挨点批评也乐意。”快速精炼失败也不灰心，最后终于成功。在对待落后工人易大光的态度
上，李少祥也表现了工人阶级所特有的深厚情感。易大光闹情绪造成严重的生产事故，险些要了李少
祥的命，还使平炉停火检修，但李少祥还是不迁怒于易大光。一个落后工人随着阶级良心被唤醒，终
于真正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哪里有困难，李少祥就站在哪里，哪里发生危险他就挺身挡住。钢瘤埋
住出钢口时，他不顾烧伤的危险，一下子就抱走钢瘤。水淹蓄热室时，他昼夜看守，抽水、潜水，建
议根治水患。炉门坎被钢水冲破，他沉着勇敢地指挥抢堵炉门，直至烧伤昏迷。醒来唯一的话是：“
有没有停炉？”在爱情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个先进的产业工人所应有的高尚情操。在海滨渔村一同
长大的小兰在外表和言谈上虽然不及上海姑娘广播员小刘，但心地纯洁，思想淳朴；而小刘的思想作
风却不及小兰那样真诚纯朴，小刘爱恋李少祥，主要是由于羡慕他是个英模，而对他缺乏真正理解。
因而虽经几番周折和误会，李少祥仍毫不动摇地一直热爱着小兰。在小说中代表着工人群众的意见的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身为修理工段段长、党委委员（后任副厂长）的老工人刘进春。他对旧社会的痛苦
遭遇和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有着切身感受。这必然在他的身上化成巨大的力量。加上他在劳动过程中
已经有了对集体力量的信赖，因而富于斗争性，他又有远谋、主见和对国家财产的高度责任心。这个
在解放时曾经组织工人夺取护厂胜利的老工人，曾经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保证了生产的平衡，使运
转、铸锭等薄弱环节迅速适应平炉改建后的需要。他带着胃病，深夜排除蓄热室的积水，但还是为了
自己只想到预测水涨的办法而没有想到防止水涨的办法而责怪自己没有为厂干出什么成绩来，白当市
特等劳模了。工厂对于他比亲儿子还要亲。党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当他参加党委会没有通过党
的决议时，他痛苦地责备自己不配作党委委员。他认为热情是宝中之宝，深信热情加科学，增产计划
一定能完成。同李少样、刘进春站在一起的陈家骏与冯棣平的关系，在小说中分别具体地体现了在管
理现代化大企业中不同思想路线思想作风的斗争。前者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指示，在他的领导下，生
产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后者自命不凡，以管理企业的“内行”自居，反对党对企业的领导，反
对党的方针路线，以庸俗手段笼络人心，企图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错误道路。由于他的领导，兴钢生
产受到干扰，工人和干部的思想一度混乱。宋紫峰的妻子、组织部长邵云端看似柔顺，但富于斗争精
神并善于区别对待，她主动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冯棣平的问题，并对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抵制。其间邵
云端要和上级冯棣平作斗争，又要和闹离婚的丈夫宋紫峰作斗争。在斗争中她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维
护党的利益，虽然斗争中有许多波折也引起了她许多苦恼。他终于迎来了以陈家骏为代表的工作路线
的胜利和丈夫思想感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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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

作者简介

草明，原名吴绚文，曾用笔名褚雅明、草明女士等。广东顺德人。(1913年6月15日——2002年2月16
日),1928年考入广东省立女子高中师范学校读书。1931年“九·一八”以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
秘密组织读书会。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是小品和小说创作。1933年因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逃亡上
海，同年加入“左联”，积极投入左翼文艺活动，曾一度被捕入狱。这一期间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
《倾跌》、《没有了牙齿》，散文、特写《魅惑》、《表兄弟》等。抗战爆发后，在广州、重庆等地
从事抗日文艺活动，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发表有短篇小说《追悼》、《遗失的笑》和许多杂文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随八路军到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后写
出了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他没有死》、《延安人》、《女区长》和其他一些散文。1946
年起在东北一些工业企业开展群众工作，写有短篇小说《今天》、《无名女英雄》和我国第一部描写
现代工业斗争生活的优秀中篇小说《原动力》。建国后坚持到鞍钢等大型企业长期深入生活，曾任鞍
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出版作品13种。其中有长篇小说3种：
《火车头》（作家出版社1954年）、《乘风破浪》（作家出版社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神州儿女》（工人出版社1984年）；小说集6种：《新夫妇》（天下图书公司1950年）、《爱情》（
工人出版社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9年）、《草明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延安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草明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草明小说选》（上海文艺
出版社1979年）；散文集3种：《鞍山的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南游散记》（与于敏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探索细胞奥秘的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少儿读物《小加的经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1979年）。草明是对我国当代工业题
材文学的拓荒和建设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重要作家。其作品讴歌了中国工人阶级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
和敢于斗争、富于创造进取精神的时代风貌，同时也批评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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