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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收获众多重要作品之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作家草明等北上进入鞍
钢工作，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辽宁这片沃土，涌现了一批工业题材文学作家与优秀作品。这
样的创作收获，一方面得益于辽宁特有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也源于辽宁拥有厚重的工业文化基因。
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经过几十年发展，佳作不断，作家们在传承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精髓的同时，也将
视角从“车间内”拓展至“车间外”，其创作也随时代发展呈现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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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明的《乘风破浪》：通过具有典型性
格的人物形象塑造，草明运用生动优美的
语言，全景式展现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
联合企业里工人阶级意气风发、勇于牺牲、
敢于奉献的精神。作家魏巍对《乘风破浪》
给予了很高评价，“它给了我十分愉悦的心
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反映我国
工业战线的一部力作。它反映了我国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光辉灿烂的
历史，也是一页极其动人的沸腾的生活”。

艾芜的《百炼成钢》：《百炼成钢》以新
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背景，
表现炼钢又“炼人”这一有深刻意义的主
题。作品的中心线索是平炉车间九号炉3
位炉长在快速炼钢竞赛中先进与落后的矛
盾冲突，同时穿插厂领导干部之间的思想
冲突、青年工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与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敌我矛盾。作品于
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描绘丰富多彩的
生活画卷，展现新中国工人在革命熔炉的
冶炼中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历程。

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主要描写了
矿工出身的营指挥员焦昆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率领部队解放了其曾经生活过多年的
辽南孤鹰岭矿区，并承担恢复矿山生产、支
援人民解放战争的任务。

他们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坚
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领导工人群众一
面与反革命武装和潜藏的匪特进行不懈的
斗争，一面紧抓生产，克服重重困难，不到
一年，矿山就沸腾了起来。

这部小说反映了东北矿山恢复建设时
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具有宏大的史诗
风格，在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中占
有重要地位。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虽然并非发端
于鞍山，但鞍山，准确地说鞍钢却是工业
文学的爆点之地，或者说是工业文学的
节点之地。”鞍山师范学院教授、鞍山市

作协主席卜庆祥对辽宁工业文学的沿革
熟稔于心。

在鞍钢集团博物馆，展陈着大量工业
题材文艺作品。展区一角，复原了写
下中国工业文学史奠基之作的作家草
明辅导学员的场景——草明的家，几
人围桌而坐，坐在中间的是草明，她笑
意盈盈，正和创作班的学员促膝交
谈，面对面传授写作技巧。

这不是虚构的场景，而是当年的
情景再现。

草明 29岁那年参加了延安文艺
座谈会。1948年6月，她以东北解放
区牡丹江市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为生
活背景创作的中篇小说《原动力》问
世，这是她在中国工业文学史上的
奠基之作。沈阳解放后，草明又以
军代表的身份进驻沈阳皇姑屯铁路
工厂做接收工作，她的第一部工业
题材长篇小说《火车头》在此期间
出版。

1954年 8月，草明带着行李和
户口到鞍钢落户，她深入基层体验
生活，担任过鞍钢第一炼钢厂党
委副书记，其间，创作出版了她的
代表作——以描写鞍钢生活为背
景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同时
培 养 工 人 文 艺 工 作 者 长 达 10
年。东北文协更名为“东北作
协”（辽宁作协前身）后，草明出

任首任执行主席。
如果说草明在鞍钢引爆了中国工业

题材文学创作，那么，把全部身心融入鞍
钢大工业背景中的她，则将冰冷的机器赋
予了人一般的情感。“假如说一个炼钢工
人在炼钢时怀着一种怀孕的母亲似的庄
严的心情的话，那么，现在听见金属的切
削声和钢材的焊接声，就有如母亲听见儿
子在念书、在打球、在发议论那样，心情会
变成快慰和感激的了。”在代表作《乘风破
浪》里，草明用这样有感情温度的文字写
下了当时车间生产的场景。

鞍山人李云德今年已年过九旬，他在
《祭草明》一文中称草明为老师，事实上也
是如此。李云德年轻时曾是草明辅导的
写作班里的一名学员。上世纪 70 年代，
李云德的代表作《沸腾的群山》出版，这部
叙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业战线上斗争
生活的作品一经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
这部作品后来不但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而
且还被改编为连环画、电影、电视剧、话剧
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跨越两个时代的时间长轴上，《沸
腾的群山》以辽南孤鹰岭铁矿的修复、重
修和生产为主要内容，用漫笔式的手法宏
阔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业和新
工人阶级的精神成长过程。在 94万字的
多卷本长篇小说中，草明倡导的扎根一
线、真实反映“三工”风貌等工业文学创作
精髓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

辽宁最早兴起工业题材文学创作
诞生了《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一批名作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辽 宁 先 后 贡 献 了
1000 多个“新中国工业第一”。辽宁工矿
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积极昂扬的工业
生产场面、意气风发的工人面貌等构成
了这一时期辽宁广袤大地上律动的乐
章。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在草
明引燃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这枚绚烂烟花
后，辽宁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一发而不
可收，成为全国文学创作领域一张亮丽
的名片。

这一时期，辽宁描写工业、工厂、工人
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如草明的《原动力》

《火车头》《乘风破浪》，萧军的《五月的矿
山》，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雷加的

《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等小说作品，再如辽
宁省大连市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的

《装卸工》等话剧剧本等。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巫晓燕对辽

宁地区工业文学研究多年。她在对比了国
内其他地方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后表示，
这一时期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呈现出来
的面貌并不是小腔小调，而是有着深远的历
史背景、宏大的叙事场景、阔达的时代图
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辽宁人豪爽、
豁达的地域性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工业
基地的辽宁，早已为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奠定
了厚重基调，而这种基调在不经意间就从辽
宁作家的笔端流淌了出来。比如说，深深
扎根于辽宁工业土壤的作家对工人形象的
塑造、对工人精神的挖掘、对工业文化的把
握都更为准确与精到，同时，对后工业时代工
人群体心灵与情感的变迁，辽宁作家也更为
熟稔，在各自的作品中将其复杂性、冲撞性
剖析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后，辽宁作家创作出许多顺
应改革大潮、反映工业领域的作品，如邓
刚的《阵痛》《小厂琐事》，孙春平的《分局
长的早晨》《停车一分钟》，晓凡的《矿山的
怀念》，徐光荣的《锻工汉子的心态》等，这
些作品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 90 年代，在国企改革大背景
下，辽宁作家同样创作了许多工业题材文
学作品。如胡小胡展现国企改革宏观现
状的《蓝城》《太阳雪》，孙春平的《陈焕义》

《陌生工友》，李铁的“女工系列”——《乔
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等。

新世纪以来，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
向着新的方向出发。商国华的《我们走在
大路上》《国家砝码》，李铁的《杜一民的复
辟阴谋》《锦绣》，孙春平的《谁能摩挲爱
情》《彭雪莲的第二职业》，陈昌平的《英
雄》，赵杨的《春风故事》，津子围的《一顿
温柔》等均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

除了文学创作，影视剧方面，高满堂
的《大工匠》《漂亮的事》，林和平的《西圣
地》等获得成功；话剧作品《父亲》《岁月》

《母亲》《师傅》等不断推出，充分体现了辽
宁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优势。

辽宁给予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丰沃的土壤
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有新作品产生广泛影响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崛起的辽宁工
业题材文学创作，也并非单单以大工厂、
大车间、大厂矿为创作主题。在聚焦于

“车间内”的同时，在近几十年里，辽宁的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其创作视角不断转变。

近 些 年 ，辽 宁 作 家 已 将 目 光 从 厂
内拓展至厂外，从工人拓展至与工业
有关的众人。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
随着时代发展而更加宽泛。双雪涛、
班 宇 、郑 执 ，这 三 位 80 后 作 家 被 称 为

“铁西三剑客”，相较于之前的工业题
材文学作家，他们已不拘泥于工厂内
的轰轰烈烈，而是将工业、工厂和工人
作为创作背景，在波澜壮阔的国企改
制与社会转型大背景中，这些年轻作
家的着力点在于用文字呈现人性的善
恶与美丑。

巫晓燕也早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与
转变。她表示，随着时代变迁，辽宁传统
意义上的工业企业正在不断变革，作家
如何深入工厂内部、如何更好地理解现
代文学创作，都考验着那些瞄准工业一
线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家商国华几十年
来一直坚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他也坦
言，时代的变革、工业形态的转变都影
响并改变着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不
过，工业文化与工业精神孕育出来的
进取与坚韧、务实与创新，这些优秀
品质不会变，值得作家们去捕捉。”
商国华说。

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有“传
承”基因。作为工业文学引爆地的
鞍钢，其文联下属的鞍钢文学创作

协 会 在 几 年 前 成 立 了“ 芦 花 文 学
社”。协会主席兼芦花文学社社长刘
盛超正挖掘培养一批工作在鞍钢、扎
根于鞍钢 的文学爱好者，让这些年轻
人 重 新 站 在 作 家 草 明 当 年 创 作 的 现
场，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全新工业时代
的点点滴滴。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辽宁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视角从工厂内拓展至工厂外

草明草明（（右二右二））和她的学生李云德和她的学生李云德（（左二左二））等在鞍钢等在鞍钢。。

李云德（右二）和文学爱好者一起探讨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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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明的代表作《乘风破浪》，这部作品
以鞍钢为创作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