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工业文学的开拓者

——蒋子龙工业小说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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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蒋子龙对新时期工业文学有突出贡献, 他在新时期工业文学的题材选择、人物塑

造、艺术追求方面均有新突破, 对于振兴我国当前工业小说创作,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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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蒋子龙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中年作家, 尤其是

他的工业文学直面揭示在四化征途上工业战线所面临

的重大矛盾斗争, 开创了中国新时期工业文学的新局

面。面对当今风起云涌的工业改革大潮, 进一步探索蒋

子龙的工业文学创作, 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蒋子龙的开拓精神, 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当代

工业题 材的突破上,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他以工业战线为阵地, 率先揭起了“改革

文学”的大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党的工作重心已

从揭批“四人帮”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开始转移

到“四化”建设上来。然而当时的文学创作, 包括工业

文学在内, 却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伤痕”的痛苦抚摸,

对历史教训的深沉反思上, 百废待兴的历史使命呼

唤着我们的作家抚平伤痕, 面对现实。在时代的感召

下, 蒋子龙以工业战线为阵地, 以《乔厂长上任记》为

龙头, 在“伤痕文学”余波未平,“反思文学”方兴未艾

之时, 率先揭起了“改革文学”的大旗。他的作品顺应

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意愿, 一方面吸取了“伤痕文学”

和“反思文学”的长处, 以更大的魄力和更深刻的笔

触, 大胆暴露了十年浩劫给中国工业战线所造成的

严重创伤及其历史根源。另一方面, 他又不满足和停

留在对“伤痕”的无情鞭笞、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上, 而

是及时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新矛盾、新问

题, 以更深刻的笔力, 更浓重的色彩, 着重描写了披

荆斩棘, 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 刻画了那些在修复

伤痕的过程中努力建设和开拓新生活的新时期的英

雄人物。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 蒋子龙的工业

小说比起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的“伤痕小说”和“反思

小说”, 都显示出一种新的风格、新的气质。

《乔厂长上任记》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第一面鲜

亮的旗帜。面对积弊如山、问题成堆的重型电机厂, 走

马上任的乔光朴雷厉风行, 快刀斩乱麻, 采取一系列

整顿改革措施, 使“电机厂生产率短期内提高了一大

截”。作者充分肯定了乔厂长的改革成效, 但同时也描

写了他在改革道路上遭遇的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斗

争, 尤其是来自干部队伍的重重阻力, 深刻地揭示了

建设四化初期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开拓

者》是蒋子龙工业改革小说的又一篇力作, 作者从工

业发展的道路入手, 大胆地触及国家经济体制和干部

制度的改革, 字里行间使读者感到生活脉搏的跳动,

感到工业改革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如果说《乔厂长上

任记》在如何改革整顿社会主义大企业方面作了形象

的回答, 那么《开拓者》则从宏观上对调整和改革我国

工业的发展道路作了史无前例的探讨。《一个工厂秘

书的日记》则从一个侧面描写党风不正对干部心灵的

腐蚀与扭曲, 昭示了严肃党风党纪、纠正不正之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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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除此之外还有《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 , 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进行干

部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自《乔厂长上任记》问世以后, 除蒋子龙陆续写

出一系列反映工业改革的作品之外, 又引出了一大

批描写城市工业改革的优秀长篇、中篇、短篇小说,

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 张

贤亮的《男人的风格》, 柯云路的《三千万》, 水运宪的

《祸起萧墙》、陈冲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厂长今

年二十八》⋯⋯一时之间, 反映工业改革题材的作品

风起云涌, 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工业文学的第一次

真正的勃兴。由此而论, 蒋子龙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

的出现, 其开拓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 他跳出了“车间文学”的局限性, 赋予作品

巨大的社会容量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7 年的工业文学创作, 大多拘泥于写车间生活,

写方案之争, 写生产过程, 写阶级斗争, 许多作品就事

论事, 开掘不深, 缺乏宏大的艺术表现力, 因此人们戏

称为“车间文学”。蒋子龙超出他前辈作家的关键之点

就在于他彻底跳出了“车间文学”。蒋子龙之所以超出

他前辈作家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他彻底跳出了“车间文

学”的框子, 不再是就工厂写工厂, 而是概括了更广阔

的生活领域, 揭示了更深刻的主题内涵。他认为社会

各部门各方面交织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他坚持从

社会整体出发去把握一个工厂、一个生活的侧面, 然

后再从工厂这个“雷达站”去观察, 摄取生活全景。因

此, 蒋子龙的工业小说已大大超过了工厂的围墙, 而

表现出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所表现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代表

性。小说所揭示的“千奇百怪的矛盾, 五花八门的问

题”, 不仅仅是一个电机厂所独有的状况, 而是粉碎

“四人帮”之后, 我国各行各业所普遍存在的现状, 中

国需要更多的乔厂长冲锋陷阵, 除旧布新, 搬掉四化

途中的绊脚石。所以这部作品所揭示的矛盾, 所显示

的精神力量都超越了工厂的围墙而走向社会。《开拓

者》虽然写的是工业改革, 但却涉及从省委领导到普

通工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 写出了各种社会力量、

社会思潮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斗争, 从而反映了中国

工业在艰难中起飞的曲折道路。《赤橙黄绿青蓝紫》

仍然取材于工厂, 写的是工人, 但作品的主题已远远

超出了企业改革的范围, 以更为开阔的画面, 写出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青年各自心灵的变化和性

格的自我完善。蒋子龙小说深入工业又跳出工业的

特点, 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之, 蒋子

龙在时刻关注迅疾变化的工业战线的同时, 还满腔

热情地关注着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发展变化, 把工厂生活和整个社

会联系起来, 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情感。所以

从蒋子龙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工业战线沸

腾的景象, 同时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风貌, 这显然是

以往的“车间文学”和“工厂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二
蒋子龙的开拓精神还表现在他塑造了一大批新

时期勇于开拓进取的干部形象, 丰富了我国工业文

学的人物画廊。

在蒋子龙之前的工业小说, 由于受政治气候的

影响, 作家所着力刻画的大多是普通工人的形象, 干

部形象多半是一种陪衬角色, 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

造上也出现了公式化的模式: 书记先进厂长落后, 发

明创造工人带头, 技术人员崇洋保守。蒋子龙打破了

这种人物塑造的模式, 塑造了大批光彩照人的新人

形象, 尤其是干部形象。“近年来, 蒋子龙创作中致力

最多的、成就最大的、个人特色最显著的就是他对工

业领导干部的刻画”[ 1 ], 他写车间主任、厂长、经理,

也写机电局长、工业书记以至副总理⋯⋯在长长的

工业干部形象系列中, 最能体现蒋子龙开拓精神, 最

能说明他对工业文学新贡献的是那些富有开拓进取

精神的干部形象, 他们被称为“开拓者家族”。

《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 是一个知难而

进、勇猛直前的机电局长, 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当

作是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来对待, 始终保持着战争

年代的冲锋精神。出院后那一昼夜的进攻性行动, 与

徐进亭的思想交锋以及在精神萎缩症面前表现出的

坚定信念与凌厉的思想攻势, 使这个人物恰如划过

夜空的闪电, 使人们为之一振。几年后, 霍大道在《乔

厂长上任记》中重新出现时, 作家着重表现了他作为

一个领导干部的胸有全局、指挥若定和知人善任的

领导才干, 使人物性格的另一侧面得到了补充。

《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 是具有英雄气质

的开拓者。面对积弊如山的重型电机厂, 他自告奋勇

当厂长, 并立下军令状。上任后, 他排除种种阻力, 进

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面对前进路上的重重困难、

种种压力以及复杂险恶的人事纠葛, 他迎难而上、毫

不畏惧, 所有这些都突出表现了乔厂长作为一个改

革者、开拓者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蒋子龙是在

一个比霍大道当年活动的背景要广阔得多、复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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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艰难得多的社会生活面上来表现乔光朴性格

的, 所以他比他的上级霍大道的形象更加丰满厚重,

他是作者“开拓者家族”中最出色的代表, 是理想与

现实的合金。“让乔光朴从小说中走出来, 我们需要

他”, 这来自生活的呼唤, 更充实了乔光朴的艺术生

命, 说明了他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并符合历史要

求和人民愿望的理想干部。

《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是车队的副队长,

她是新一代年轻干部中的佼佼者。她从前辈霍大道、

乔光朴、车蓬宽身上所继承下来的开拓者的秉性, 表

现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于人生道路的扎实的探求

与开拓。解净原本是单位的一个幸运儿, 入党、提干、

整材料、写汇报, 虔诚得近乎愚昧。她认为只要积极

肯干, 听领导话就可以, 然而时代的急剧转折使她变

成了“多余的人”。经过痛苦的思想裂变, 她找到了自

己生活的基地和归宿: 走向生活, 走向基层, 从零开

始, 学开车, 学管理, 了解别人, 认识自己。经过艰苦

的磨炼,“白本子”换成了“红本子”, 单颜色变成了全

颜色, 德、才、学、识、情、貌、体融为一体, 她终于取得

了一个作为汽车队副队长的真正的资格, 她以自己

的才智、胆识和魄力制服了桀骜不驯的刘思佳和他

的那群伙伴。作者通过这个形象昭示了新一代领导

干部所应具备的进取精神、思想风范和业务素质。

《开拓者》中的车蓬宽是管工业的省委书记, 他

的形象虽不及乔光朴丰满, 但却比乔光朴成熟和沉

稳。在反对改革的错综复杂的阻力面前, 他学会了迂

回和缓冲, 处理问题比较灵活。他的性格里增加了行

动的策略性, 额头上刻下了智慧的年轮。这是一个在

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既不屈不挠又有智有胆的开拓者

的形象。他的出现标志着蒋子龙干部家族由较为单

一的进攻的性格, 变得复杂而充满智慧。

除了干部形象外, 在普通工人的形象塑造上也

有较大的突破。比起传统的工人形象, 蒋子龙笔下的

工人形象不是那样单纯、透明, 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

社会内容, 他们有个性, 不盲从, 善于思考, 思想解

放, 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总之, 在他们身上折射出

一种强烈的时代色彩。

三
蒋子龙在艺术上的开拓精神体现在他鲜明的艺

术风格上, 即气势雄浑、刚健豪放, 给当代文坛带来

了一股浩然之气。

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有别于大多传统小说那种清

新、隽逸、精巧、细腻的美, 扑面而来的是与大企业雄

浑气势相辉映的浩然之气。这种雄浑、豪放的艺术风

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取材上,“蒋子龙惯于捕捉那些紧迫重

大, 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工业题材, 敢于近距离地反

映现实中那些激动人心、发人深省的矛盾冲突”[ 2 ]

(前言)。他很少写轻松、闲适的题材, 也不大留意细

微的人情世故和个人的悲欢离合, 而是迅速而大胆

地将人们感觉紧迫的问题, 或者是属于萌芽状态而

未被人们认识的问题捕捉出来, 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如《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等工业小说都比较

早地揭示了四化建设所面临的阻力和斗争, 大胆地

触及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干部体制的改革, 及时提出

了干部是实现四化的关键这一重大问题。另外小说

典型环境的撷取也往往是大处落墨, 以大取胜, 如大

工厂, 大企业, 一个局, 一个部, 一个省, 在这广阔的

环境中, 作者充分展示了现代化大工业的巨大规模、

繁忙景象、沸腾场面、复杂关系和艰苦斗争。如《开拓

者》以一个省为典型环境, 矛盾斗争、人事关系在全

省乃至超出省的范围内展开, 下至繁忙紧张的建筑

工地, 上到制定决策的国务院, 充分展示出经济改革

给我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复杂的矛盾冲突。

与环境相适应, 蒋子龙笔下的景物也是以巨大威武

而出现的: 那“半天空的平台”,“居高临下的百米吊

车”, 拔地 90 米“巍然耸立的冲天炉”, 所有这些描写

使作品充溢着一种雄浑、豪壮的气势。

第二, 在人物塑造上, 作者善于从正面切入, 在

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 在碰撞中显示人物的

性格特征, 增强了作品的气势与力量。霍大道正是在

与徐进亭的性格撞击中显示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

想, 在整治机电局这个大而难的企业的矛盾斗争中

表现出他的雄伟气魄。乔光朴一出场就置身于矛盾

的漩涡之中: 冀申给他设下陷井, 杜兵故意与他做

对, 郗望北对他满肚怨气, 还有暗中射来的恶言恶语

⋯⋯乔光朴的性格火花正是在与对手的屡次较量中

迸发出来的。解净更是处于矛盾的中心, 她的柔中有

刚的性格也正是同刘思佳、叶芳、何顺、祝同康等人

的多方碰撞中显示其内在力量的。另外蒋子龙用大

笔涂抹、粗线条勾勒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人物, 也给作

品添上一种力度和气魄, 增强了作品的刚健雄浑之

美。

第三, 从布局结构看, 蒋子龙并不讲究情节线索

表面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他的不少工业小说, 往往

是由一系列跳跃性较大的场面和人物的动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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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场面相当开阔, 情节线索错综复杂, 形成一种

同生活本身一样繁复浩大的结构。但最有特点的是

小说的结尾艺术。他的小说结尾不喜欢画蛇添足, 一

览无余; 不善于篇末垂教, 总结拔高; 也很少高歌一

曲, 皆大欢喜。作者往往避免高潮顶点的描写, 而在

情节急剧紧张, 渐近高潮时, 截断故事, 戛然而止, 这

就在篇末留下悬念, 让读者通过联想补充, 进行艺术

再创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结束在“倒乔”的火药

已经点燃之时:“控告信”成堆压来, 霍大道赶来鼓

劲, 一出“好戏”就在后头;《乔厂长后传》结束在冀申

们的内外夹攻之际: 石敢力挽危局, 准备进京告状,

一场更复杂的决斗迫在眉睫;《人事厂长》的结尾是

年富力强的高盛五摆脱了个人得失的羁绊, 正准备

揭开调资的内幕⋯⋯这些结尾似完非完, 以不全求

全, 以退让求进攻, 既显示出含蓄精炼的无穷余味,

又保留着一触即发的汹涌势头, 给人以“山雨欲来风

满楼”之感。这样的结尾, 不仅开拓了小说的意境, 更

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

第四, 在语言表达上, 蒋子龙的工业小说十分注

重语言的气势和力感, 追求豪放、雄辩、精辟、生动。例

如在描写人物时, 善于抓住人物面部的某些特征, 三

言两语, 勾画出一个强有力的轮廓。他写乔厂长:“石

岸般突出的眉弓, 饿虎般深藏的双眼, 颧骨略高的双

颊, 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是力量的化身。”他

写《狼酒》中的应丰有一双”过分的密, 过分的粗”的眉

毛,“很像河蟹的两个弯曲的大夹子, 好斗地张开了钳

子口”, 这些力感很强的语言, 如刀削斧砍, 将人物雕

塑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给人以坚实粗犷之感。另外,

深刻的思想见识, 使蒋子龙的语言带有政论性、论辩

性和哲理性, 三言两语讲出对事物、对生活的精辟见

解, 不仅尖锐泼辣, 痛快淋漓, 而且交织着强烈的爱

憎, 使作品感情充沛, 气势浩荡。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蒋

子龙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总之, 蒋子龙工业小说所

显示出来的那种气势雄浑、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与作

者勇于开拓进取的内在气质互为表里, 互相映衬, 达

到完善和谐的统一。如果把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放到中

国新文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 那么它的开拓意义也

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自茅盾的《子

夜》之后, 虽然工业小说频频出版, 但很少有作品能如

《子夜》那样展开广阔的背景, 渲染现代工业的气势,

刻画出有胆识有气魄的现代企业家形象。蒋子龙工业

小说的出台, 如异军突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更大规

模地描绘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塑造了具有吴孙甫气

魄但性质与之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形象, 浸透

20 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 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

局面, 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我们

真诚地希望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内, 仍笔耕不辍, 及

时揭示当前我国工业战线所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

永远做生活的开拓者。

“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 要想当个作家, 你

的使命就永远是开拓!”[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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