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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跃进亲历记》选编的28篇文章，是从众多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反复比较遴选出来的，内容
上涉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兴修水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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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
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
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402人的农业大学
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1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
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
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
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
类”县。
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
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
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
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
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1.5倍。
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
目前农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
株结60个棉桃，多达100个。
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
万斤的谷子，单个重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粱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
毛主席在这年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
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
、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
棚子）。
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
打多了怎么办？
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
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
一天吃5顿。
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
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
。
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
上学都由公社负担。
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
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
带来消息说，中央要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
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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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
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
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2000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
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
鸭甚至杀耕牛。
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消息，特别是想到
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
为机会难遇。
可是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
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
田。
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高的土堆，每
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蔑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
斤）等等。
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
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
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
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
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
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规施肥的“
成果”。
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
棉桃。
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
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
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
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
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
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
村干部说没有农药。
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
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
水沟。
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
队干部说：加大施肥。
可是学生们挖完了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
成熟就要使用。
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
师生们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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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
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
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
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什么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
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
原来所谓的“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
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
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
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
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这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
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
看见这种情况，我便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
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是根据这些谎报的数
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相依然流布全国。
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8月份毛主席到这里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
制。
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从生老病死到
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
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
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
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来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
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
”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
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
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
理论观点广为流布：“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
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
。
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
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在这年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
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
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
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
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
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
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
的下放干部。
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跃进”亲历记>>

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
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
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
子。
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
小时。
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
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
。
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
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
有二十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
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
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到了9月，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
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
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
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作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掌的工匠都组
织起来。
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
当时是怎么“找”废铁的。
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对方姓郑。
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
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
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
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
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
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
。
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以外，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
“夜不闭户”）。
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
于是，他走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
”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
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
”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
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
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
每见他砸一锤，我的心就紧缩一下。
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
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
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
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
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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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区干部试试？
”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
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
”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
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
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
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
白旗”，甚至要批斗。
没有办法。
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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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
，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
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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