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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
象：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问世，都会给他带来冰火悬殊
的待遇，或者说，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
论。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一直到《农民帝国》的
出版，蒋子龙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而他的文学创作
就在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

在写小说之外，蒋子龙还致力于杂文与散文的写
作。杂文是针砭丑恶、张扬美善的文体，讲究的是观点
鲜明，短小精悍，刺刀见血，这种干脆利落、是非分明的
文体，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然的契合。他以杂文
为阵地，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嬉笑怒骂，
皆是文章。散文则是一种较为舒缓的文体，却极有利于
作家情怀的抒发与志趣的伸张，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
同时，蒋子龙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读这样的篇章，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感性、更立体、更丰满的蒋子龙。

不管写什么，工业题材也好，农村题材也好，城市
题材也好，也不管怎么写，浪漫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
好，魔幻地写也好，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只有真实，即便
是虚构的故事，里面却须有真实的世界。蒋子龙把他
的文学观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实”两个字上：真实的
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蒋子
龙说：“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

通身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毕生在文学的道路上锐
意突破、以全部的文字求真求实的作家蒋子龙，以自己
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描绘了当代文学史上一道别
具亮色的风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张健

重 磅 荐 读

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是蒋
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的
生活在沧州农村度过，那里高高的
土房、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截的车
道、村子外面的大水坑，以及在水坑
里摸鱼洗澡的日子，都深深地烙在
了他的记忆里。蒋子龙走过的地方
很多，其中很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
美丽。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

给了他巨大的触动与濡养，他把沧
州当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
地。虽然蒋子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
在文坛上闯出一片天地的，但是他
骨子里是一个农民，他在很多场合
都一再强调这一点。他的农民本
色，是沧州给他染上的，他磊落豪直
的性情，庶几与这片土地脱离不了
关系。

不管愿不愿意，理不理解，文学
都成了蒋子龙的宿命，带给他荣光，
也带给他艰难。很多人都问蒋子
龙，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
材小说？蒋子龙感叹地回答：“人的
一生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
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
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也就是
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
一杠子才能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子龙的创
作就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
着往前走。1975 年秋天，全国“工
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
的潮流。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
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
召开，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
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
为厂子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
议。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
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蒋
子龙，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停
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 1976 年
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
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碰
巧的是，那个时候的蒋子龙正被大
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生产事迹所

感染，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于是，
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日没夜地
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
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三年后，1979 年，蒋子龙又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
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影响更大，
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
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
学的史册上。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
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
学”的开山之作。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蒋子龙
都会被人这样提问：作为“改革文
学”的缔造者，作为工业题材的代
表作家，您如何如何。每当这时，
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其
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
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
’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
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
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
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
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
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
旋律之中。”

1982年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蒋子龙在自己
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放下了工业题材小说创
作。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
写道：“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
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
了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
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
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这是
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家的可贵自省。

大约从1984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时间里，蒋子龙
努力尝试着摆脱自己的创作模式，打开自己的文学视
野。他明确提出，文学不应该以题材来划分，作家不应
该被题材所局限。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以医生邵

南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和以《收审记》
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系列小说。这一

阶段对蒋子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突破了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
格与题材的束缚，打开了一片
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
经历了这样一次涅槃式的文学

重生，蒋子龙的心境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他
不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

文学所驾驭”。这个状态的蒋子龙，即将迎来他
一生中最为艰苦也最为重要的文学书写。

如果你问蒋子龙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为
看重，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是一纸风行
的《乔厂长上任记》，也不是更早发表的《机
电局长的一天》，更不是后来创作的《一个
工厂秘书的日记》及《人气》《空洞》等作品，
而是他于 2000 年之后开始创作、历时 11
年写就的《农民帝国》。《农民帝国》这本书，
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
化性格的深刻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

农民本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了写《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

长时间，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在
一种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广东的农村、河南

的农村、山东的农村、天津周边的农村，都一一留下
了蒋子龙的足迹。

《农民帝国》的主人公郭存先，本来是一位善良勤
劳、精干有为的农民青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取得了
事业上的辉煌成功。就是这样一位有本领、有志向的
农民，却在取得成功之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由农村
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最后自取灭亡。
郭存先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蒋子龙
说，写小说虽是虚构，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表达的更
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
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在这份名单里，著名作家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
的代表，受到表彰。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他用一篇《乔厂长上任记》，将
改革文学深深地烙在当代文学的史册上。他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
改革领域，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
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编者

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
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

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朵，
真实是文学最美的颜色

“乔厂长”也曾挨批

蒋子龙回忆，《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曾有报纸连续发表了14个
版的批判文章，一位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长文后，还带着介绍信
到工厂查蒋子龙的老底，看他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
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在开会前一周，当时的中
央领导人为《乔厂长上任记》作了批示，大致意思是“蒋子龙同志的小
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
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
我说，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
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于是蒋子龙有幸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蒋子龙在回忆录中反思说：“为一篇小说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
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
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
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不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
了不得的发现。” （据《福州晚报》作者：顾伟）

“乔厂长”的轰动效应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
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蒋子龙说：“《乔厂长上任记》
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
了我。当时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小说。”

蒋子龙在回忆中提到，1977年后，他在重机厂的锻压车间任主
任，那时候他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却发现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
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
了，人又不听使唤……他感觉自己天天就像在“救火”，这就是他创作

《乔厂长上任记》时的心境。这篇小说，实际上就是写他自己一段时
间以来的苦恼与理想，写如果让他来当厂长，他会怎么干。

《乔厂长上任记》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新局面，被公认是
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作者
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乔厂长”成了
改革者的代名词，有工人买一本《人民文学》送给自己单位的厂长，希
望厂长像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小说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第一名。1980年，小说改编成电影《钟声》。同年，同名电
视剧播出，著名演员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乔光朴，同样在全国引起轰动。

在创作高峰时转向，
十年铸剑书写农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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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男，汉族，中共党员，1941年8月
生，河北沧州人，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
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他是“改革文学”的创
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他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开“改
革文学”先河。他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
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
理、精神风貌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
得极具感染力。他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
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
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
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

改革热情。其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
短篇、中篇小说奖。

人物档案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
是改革选择了我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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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回忆:

《乔厂长上任记》3天就写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