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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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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内在工业 界 掀 起 了 一 场 声 势 浩 大 的 所 谓“技 术 革 命”运 动。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进行的，弥漫着“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左”倾气氛，主要

依靠发动下层群众的方式，而忽视了技术发展固有的规律。这场运动不仅未促进技术的发展，

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危害，因此只是一场科技浮夸。而当时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亦是造

成“技术革命”运动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技术革命；工业化；群众运动；浮夸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６０４（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１－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０５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茅坚鑫，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

　　在“大 跃 进”运 动 中，以 农 业 上“合 理 密 植”、

“深耕土地”和 工 业 上“土 法 炼 钢”为 代 表 的 所 谓

“技术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科技浮夸，是造成

“大跃进”运动全面失败和国民经济崩溃性后果的

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总结这场闹剧，无论对

于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还是对于提倡尊重

历史、尊重科学的精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随着１９５７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初

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总的来说工业还 比

较薄 弱。毛 泽 东 开 始 批 评 经 济 建 设 中 的“反 冒

进”，亲自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而“技术革命”作

为支持“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手段，被予以高度的

重视。“技术革命”大致可以庐山会议为界，分 为

两个阶段。从１９５８年初至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为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各行

各业的“技术革新”，提高工业生产率；庐山会议至

国民经济调整前为第二个阶段。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

提出“从１９５８年 起，在 继 续 完 成 思 想、政 治 革 命

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 然 是 经

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 一，年 年 如 此。思 想、

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

是技术的保证”［１］２５。

南宁会议后，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

六十条（草案）》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１９５６年

的“生产资 料 所 有 制 方 面 的 社 会 主 义 革 命”以 及

１９５７年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已经完成了，而“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

在十五年 或 者 更 多 一 点 的 时 间 内 赶 上 和 超 过 英

国”。“提 出 技 术 革 命，就 是 要 大 家 学 技 术，学 科

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

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并要求

“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

技术革命上去”［２］４５－４６。毛泽东对技术革命运动的

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

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

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３］１０５６。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左”倾，各 地 也 开

始不断地“跃进”，各种大干快上、浮夸风、共 产 风

逐渐蔓延。一般认为，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中共的八

大二次会议 是“大 跃 进”全 面 发 动 的 标 志。在 会

上，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对技术革命有详细的阐

释：“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

革命［２］３０３，“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

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发开展改良工具

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

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２］３０４。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指出“技术革命”的方向和

任务，而进行的方式是群众 运 动。１９５８年６月３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称在

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任务是“充满

革命精神的纲领”，是“机械化的纲领”和“电气化

的纲领”，并宣扬“中国的革命现在已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 心

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６月２４日，又发表社

论《搞技术革命一定要发动群众》，指出“只要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普通的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也能创

造新的技术，促进生产的巨大发展”。大力宣扬要

贯彻群众路线，为技术革命的舆论造势。

审视这些报告和社论，我们 可 知 在 当 时 经 济

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技术革命”所提出的计划

的，其最初关于“技术革命”的计划就已经脱离了

实际。“大跃进”的气氛就注定这场“革命”只能是

一场浮夸。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舆论的大力宣

传，中央把直属企业下放，扩大企业自主管理经营

权，各地大办地方工业，“技术革命”就是在这种背

景下拉开了序幕。

１９５９年夏庐山会议以后，在中共党内从上到

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也中断

了之前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掀起更大规 模

的继续“跃进”。为此，“技 术 革 命”运 动 也 随 之 升

温，在全国范围的工业领域内，发动了 机 械 化、半

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四化”运动，使“技

术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１９６０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

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

和技术革新的决议》，并在批示中指出“所有大城

市和中等城市的市委，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 条

件像太原市委那样，立即做出开展以机械化和 半

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规划，并

且付诸实施”［４］１９。

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

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道路继续跃进》，宣称要

“争取在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

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 展 纲

要，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 化 的 现 代 化，

从而把我国 建 成 一 个 强 大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２
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代化企业也必须

革新技术》，指出“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

革命运 动，是 我 国 所 有 企 业 继 续 跃 进 的 康 庄 大

道。……在现代化大型企业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

术革命，关键在于坚持政治挂帅，贯彻执行洋土结

合、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随后，毛

泽东在１９６０年３月份连续转发了４份关于技术

革新和技 术 革 命 方 面 的 报 告，并 在 批 语 中 写 道：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 命 运 动 现 在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伟

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 时 解 决 运

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 学 的、全 民

的轨道上去”，要求“在１９６０年一个 整 年 内，有 领

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３］１０５７。

这一连串的措施推动了“技术革命”向新的高

潮阶段的发展。事实上，庐山会议后 因 反 彭 德 怀

而引发的“反右倾”运动，不仅没有纠正浮夸，而且

使浮夸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二

工业上的“技 术 革 命”运 动，随 着 工 业“大 跃

进”而兴起。自中央发起号召，各大工业部部长带

头作高姿态鼓动，地方上便纷纷响 应，从 上 到 下，

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为“技术革命”造势。

舆论上的高潮推动了“技术革命”在工业上的

各个领域内全面展开，而“技术革命”是以群众运

动的方式进行的。在“大跃进”狂热的“左”倾氛围

中，关于“技 术 革 命”的 群 众 性 浪 潮 被 推 得 很 高，

“卫星”也放得很大，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例窥见“技

术革命”运动之一斑。

１．组织发动群众提建议，其中带有很大的浮

夸成分，很多是“为提建议而提建 议”。１９５８年５
月份，太原耐火材料厂１　３００多名职 工 在３天 之

内，写大字报提出技术革新建议２　４００多件，并已

采纳了８６．６％［５］１８。１９５８年“七 一”前 后，甘 肃 玉

门油矿炼油厂１０天内就提出革新建议１２　０００多

件；随即在全矿开展技术竞赛运动，不到一个月共

计提出建议３３　０００多件。而在８月，一个月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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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２００多 万 件，被 采 纳４１万 余 件，创 造 价 值

６　０５０万 元［６］１９。在 辽 宁 营 口，２０个 地 方 工 业 单

位，１至４月 份，提 出 改 进 操 作 方 法、改 进 劳 动 组

织等方面的建议９１８件，已 采 纳 的７７７件。针 织

二厂工人刘润生，改进制造剪刀片的工具和操 作

方法，由日产量４０把提高到４　０００把。１８９８年建

厂的常州戚墅堰机车厂运用土洋并举、从土到 洋

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技术革新，提出７００多

条建议，制作了近百种工艺设备。从１９５８年６月

到１９５９年８月，已经生产４７台机车［７］１０－１１。

２．“个人英雄主义”泛滥，无限拔高人的主观

能动性，非常不切实际。如上海电机厂 直 流 电 机

车间的六级车工朱恒，几乎是个无所不能的“技术

革新”多面手，从１９５９年１月到１０月即提出改进

工具、改进操作方法、简化产品结构、自 制 土 设 备

等大小 革 新２８０多 项，实 现 了１８０项，节 省 了

５　０００多个工时，月月提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８］５２。

杭州通用机器厂装配工俞渭法、吴光清，创造了刮

空气压缩机的主轴承婆司的搪刮机，工作效率 提

高４８０倍［９］１８。而上海机床厂普通的 扫 地 工 寿 奎

富，并没有上过大学、留过洋，在短短几个月内，文

化上，逐步掌握了从高小到中学再到大学，从中文

到俄文，从算术到代数、三角、几 何、力 学 等 知 识；

工作上，从看图到画图、从设计零件到 设 计 机 床，

成为一名出色的精密磨床设计师，试制的新型 万

能螺丝 磨 床，达 到 了 世 界 先 进 水 平［８］２２－２３。一 些

著名作家亦撰写此类文章，其中一篇讲的是上 海

一名严重烧伤的钢铁工人丘财康，其受伤程度 异

常严重，国内外罕有存活的先例，上海著名的外科

医生对此均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医院党委组织不

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发动群众提建议，打破医院陈

规，最后成功挽救了丘财康的生命［１０］２４。

３．今日观之，很多所谓“技术革命”其实是瞎

胡闹，而科技专家、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却被弃之一

旁。河南焦作煤矿的１００多个 工 人，不 顾 总 工 程

师和矿务局长 的 反 对，一 起 献 计 献 策，先 是 把４０
多台必须高级司机操作的固定机器，改革成为 无

人操纵自动化 机 械；之 后 集 体 研 究 设 计，用 了４０
多天把全矿所有机器都改成了自动化运转或远距

离操纵，号称基本完成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１１］９８。

食品工业上，酿酒法进行的“革新”尤其令人咋舌，

郑州酒厂创造“晾渣操作法”，打破了千百年来的

“扬渣操作法”，使淀粉出酒率达到８１％左右的水

平，使酿酒工人劳动强度减轻了三分之二，每天每

班少操 作９万３千 多 斤，工 时 缩 短 到８小 时 以

内［１２］２３。而常州溥 利 仁 油 厂 更 是 厉 害，其 发 展 多

种经营，号称“万能工厂”；甚至利用稻草酿 酒，其

实就是将用糠饼粉酿酒的那套发曲和培养酵母的

办法用之 于 稻 草，剩 下 的 酒 糟 也 不 浪 费，用 来 造

纸，不到三个小时，就试制成功了一 种 拉 力 强、洁

白厚实的纸张［１３］８１－８２。曾在国家计委工作过的王

泓，回 忆 了 河 南 叶 县 的 一 些 哭 笑 不 得 的“奇 事”。

“大跃进”时期，该县办起了飞机厂，把全县所有的

铁匠都集中于一地，共同研究，还真打出了架飞机，

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甚至还有给牛做牙刷的

工厂，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

但最后做出来的牛牙刷完全是一堆废物［１４］。

庐山会议之后的“技术革命”运动转入了“机

械化、半机 械 化、自 动 化 和 半 自 动 化 的‘四 化’运

动”。事实上，工业、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四

化”运动与当时的各种大办地方工业有紧密的联

系。由于各种“大办”，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原材料空前紧张，运输能力不足，开展机械化和自

动化的“技术革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庐

山会议之后的“技术革命”运动的方式和手段均与

前一阶段相同，只是侧重点变了。

如天 津 市 称 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底 至１９６０年２
月，全市各 工 厂、企 业 提 出 的 革 新 建 议 近１００万

件，其中 有５０％左 右 的 建 议 已 经 实 现，实 现 的 较

重大 的 机 械 化 和 半 机 械 化 项 目 达 ５　０００ 多

项［１５］４６。在河北龙 烟 钢 铁 公 司 的 烟 筒 山 铁 矿，从

事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的人数，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

的３５．３％增长到１９６０年２月的９０％，号 称 从 打

眼、放炮、支 柱、放 顶、耙 矿、装 矿、运 矿 一 直 到 倒

矿，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一条 线［１６］２０－３０。

福建闽东第一茶叶精制厂，实现了制茶生产 的 全

程自动化，工厂从２　８００多人减为７００多人，制茶

工效提高２１．８倍，并且质量有保证［１７］１７。

上海市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亦不能落在

后面，宣称在１９６０年 头 两 个 月 就 有１２　５７２项 手

工劳动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厂内运输有１　３５５
项实现了机械化，群众提出的革新建议１０５万条，

已实现３３．３万 条。太 原 市 则 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 初

到今年２月１０日的两次“技术革新”战役中，职工

３４茅坚鑫　“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



群众自己 动 手 制 造 了１３．８万 多 台 大 小 机 具，有

５２％的工种的工人摆脱了手工操作和繁重的体力

劳动。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４２．３％，上

升到６０．９％，在７０天内上升了１８．６％，平均每１０

天上升２．６６％。沈阳、哈尔滨、天津、旅大等城市

情况见表１［１８］３９８－３９９。中 共 中 央 推 断，依 此 速 度，

到１９６０年７月底左右，全国大中城市可能基本实

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表１　几个城市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上升概况统计

市名 起讫日期 原有水平（％） 新达到水平（％） 平均每１０天上升（％）

太原 １９５９．１２—１９６０．２．１０　 ４３．３　 ６０．９　 ２．７
天津 １９５９．１２—１９６０．１．３０　 ４２．０　 ５４．０　 ２．０
旅大 １９５９．１２—１９６０．１．３０　 ４７．４　 ５４．６　 １．２
沈阳 １９６０．１—１９６０．２．１０　 ４５．０　 ５７．０　 ３．０

哈尔滨 １９６０．１—１９６０．２．１０　 ５１．０　 ６０．０　 ２．３

　　由表１可以看出，把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 的

上升速 度 具 体 量 化，并 制 订 计 划，规 定 期 限，这

无异于痴人说 梦。技 术 的 提 高 需 要 点 滴 的 积 累

和不断的努力，岂能靠运动的方式一步登天？

“技术革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刮风式的推进

运动工作的方法，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正确的 指

示，也被扭曲了，往往变得面目全非。如改革规章

制度，下放管 理 权，“两 参 一 改 三 结 合”①等，更 不

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 一

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措施、典型经验被拔高为 通

用的普遍经验，硬性加以推广或贯彻，所带来的副

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为了完成“技术革命”，当时的工人加班加点，

完成突击任务，身心俱乏。上海甚至还 专 门 出 台

了《关于保证工人农民睡足歇好的规定》的文件，

要求工厂充分保证各行业工人农民的睡眠，严 格

控制加班时间［１９］３５３－３５４。“技术革命”和 大 炼 钢 铁

一起，构成了工业“大跃进”的协奏曲。

三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为了完成钢产量比上一

年翻番的指标，要“钢铁元帅升帐”，大搞群众性的

炼钢。在“技术革命”中间，群众性炼钢是很重 要

的内容。以土法炼钢为代表的土法生 产 方 式，是

“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运动中一个典型。当时

鼓吹土法生产本身就是技术革新，是生产技术 上

的创造。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社

论《用土铁炼好钢》，称“土铁炼钢，是目前钢铁战

线上一个新的课题，一个技术难关，但 是，这 个 关

非过不可。不仅是我国当前钢铁生产中的迫切课

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具有重 大 的 国 际

科学技术意义。……要打破‘洋’办 法 的 束 缚，创

造一套适合于中国原料情况的炼钢法”。土 法 炼

钢领域的“创新”可谓层出不穷。１９５８年８月，冶

金工业部在湖南邵阳召开全国地方高炉会 议，并

选取了数种优秀高炉作为样本向全国推广。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全民炼钢开始步入高潮

阶段。冶金工业部在河南省商城县召开土法炼钢

现场会议，着重介绍了商城和郑州两种土法炼钢，

这是两种典型的土法低温炼钢法。商城的土法炼

钢，炉子是用黄泥和砂子做的，木制 风 箱，原 料 可

以用白口铁，也可用灰口铁或废钢铁，燃料是木材

和木炭，这种方法是民间炼钢的遗产，每天可产一

吨多低碳钢。郑州土法炼钢是反射 炉，是 郑 州 农

业机械化学校师生根据四川威远等地土炉改进的

炉子，可以用泥巴糊，只用少量的耐火砖、耐火泥，

鼓风采用电动马达带动机械，原料可用废锅 铁 和

各种土铁，燃料主要是烟煤。这种方 法 每 小 时 可

以出钢１次，日产量可达１吨以上。

此外，在江浙一 带，并 未 有 冶 炼 钢 铁 的 历 史，

也创造出不少简易的土法炼钢方式。如土缸炉炼

铁，是浙江嘉善地区的职工创造出来的炼铁方式，

炉缸是用两只常用的无底水缸合起来，把合 在 上

面的缸底全部打通，下面的水缸一边钻上出铁口、

出渣口，另一边钻上进风口［２０］３。

这几种炼 钢 方 式 的 原 料 一 般 以 废 钢 熟 铁 为

主，还不能 以 生 铁 为 原 料 来 冶 炼，钢 的 质 量 不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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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含碳量忽高忽低，磷、硫含量比较高。

为了解决土铁炼钢的问题，冶金工业部组织了

工作组进行试验。他们在半吨和一吨半的转炉中，

用河南省的土铁８０％，掺洋铁２０％，炼成了沸腾钢。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把酸性化铁炉改成碱性的化铁

炉造碱性渣来脱硫，同时在化铁炉增加热风炉提高

风温，以提高铁水温度，在转炉上，采用三排风眼，进

行面吹和留渣操作，以及改善生产组织等［２１］２－５。

在河南省，从省委 到 有 钢 铁 任 务 的 地、市、县

委和公社党委，都是第一书记挂帅，而且许多党委

书记亲自上前线，深入到采矿现场、炉 子 现 场，用

“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手段进

行炼钢。商城 县 出 动 了１２９　０００人，其 中 组 织 了

建炉突击队１３３个，３　０８０人；加工工具队４８９个，

３　６４４人；备 料 突 击 队１３５个，８　６５４人；运 输 队

１７４个，６　５２７人。苦战两天两夜，突击建炉１　３９０
个，加工钳子、炒扛等工具２　８００多件，并把５　８００
多吨生铁运到炉边［２２］６１。许多党委书记和干部亲

自办钢铁“试验田”，仅南阳专区就有４８０个“书记

炉”，上千个“干部炉”。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 的

“书记炉”、“指挥炉”、“干部炉”、“实验炉”，大约有

１万个。河南省按生产条件和炉群部署划分战区

或钢铁基地，组成区域指挥部，统一指 挥 调 度；实

行“管理工厂化，生产专业化，工作计划化，炉子定

型化”，同时编成采矿、挖煤、冶 炼、建 炉、运 输、修

配等专业大队，或叫师、团、营、连［２２］５６－５７。

由于炼钢造成的与秋收劳 动 力 的 矛 盾，闽 北

地区各级领导机关组成钢铁、秋收、后勤三大指挥

部，群众组成钢铁、秋收、伐木、基建和后勤五大兵

团，群众劳力实行军事化、战斗化、整体化。

在湖北鄂城县，还办了一所钢铁大学，具体要

求是三炉毕业。第一炉入学，只是站在旁边看，听

讲课。第二炉边看边学，组织讨论。第三炉测验，

参加学习的人每人亲自操作，能够炼出生铁，就算

毕了业，并由大学发给毕业 证 书。先 后 有２００多

人从钢铁大学里毕业出去担任了技术员［２３］１６。该

县还创造“蚂 蚁 攻 泰 山”之 法，即 在 家 建 小“卫 星

炉”，甚至烧茶的炉子也用来炼铁，小的一天能 出

铁４斤，大些的出３０多斤。号称“户户建土炉，人

人炼铁忙，莫看土炉小，出铁赶武钢”［２４］。这种炉

子寿命很短，多的能烧十几天，有的只有２４小时。

在湖北恩施，还利用做饭用的土灶当土炉，把

矿石装在罐子里，边做饭边闷铁，每罐可出４０５斤

烧结铁。恩施地委迅速推广此经验，到１０月５日，

该地区已达到日产生铁３　２６１．２４吨的水平［２５］５５０。

此外，还有土法 炼 铜、土 法 炼 不 锈 钢、土 法 采

矿以及各种土法上马的工业等，在地方大办 工 业

的背景下，作为“技术革新”的重要“产品”，各种土

法生产层出不穷。如南京第一机械厂制造了土机

床、土设备３７大类７２项，共３７１台，并 在 北 京 全

国土设备展览会的７种土设备，分别得了奖（一等

奖１种，二等奖４种，三等奖２种）［７］２４。上海郑兴

泰汽车机件制造厂本是一个小厂，掀起了大 搞 土

机床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运动，发动工人，仅３天就

形成了加工拖拉机主要零件的土机床的轮 廓，造

出了１５台土机床，一个月可生产５００个拖拉机的

变速箱、转向机外壳和螺旋伞齿轮［２６］９７－９９。

实际上，土法生产出的产品合格率低，且成本高

昂，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以土法炼钢为例，特点是铁

多质量差，钢和钢材少。土铁特点是矽低、硫高、锰

低、碳低，是无法用来炼钢的。１９５９年１－４月份全

国生铁产量为６０６万吨；其中约有１５０万吨是不能使

用的坏铁，占总量１／４左右，这主要是各种土法生产

的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炼１吨铁所需铁

矿石为２．５吨左右，所需焦炭０．８吨左右；而１９５９年

１吨铁所需铁矿石３．５吨～４吨左右，所需焦炭１．３
吨左右，地方小高炉甚至在２吨以上［１８］１１５－１１６。据当

时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每一吨铁的成本，大高炉１９５９
年是１０８元（１９５８年是１００元），小高炉是３４５元，国

家每吨铁的调拨价格为１５０元。因此，小高炉每生

产一吨铁，要赔１９５元。１９５８年生产的１　０００多万吨

土铁 和 烧 结 铁，多 消 耗 的 煤 炭 就 约 近４　０００万

吨［２７］９３。仅江苏省就因土法炼钢亏损１４　１０９．６万

元［２８］４２７。福建省大部分则是拿木炭当燃料来炼铁，

等于是６００元钱的木材炼出４０～５０元的铁［２９］３６。

而为了大炼钢铁，大砍树木，造成了森林资源

的严重破坏。大炼钢铁之后，仅湖北 省 森 林 面 积

就比１９５７年减少了３２．４３％，其中成林面积减少

５８．５０％，森林 蓄 积 量 下 降３３．７０％［２５］１９。可 见 大

炼钢铁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所谓“技术革命”的 真 面 目

便显现出来了，即只是一味依靠群 众 突 击、乱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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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干、蛮干 的 科 技 浮 夸，完 全 可 以 说 是 一 场 穷 折

腾。河南新乡专区统计在１９５８年的技术革命中，
有创造发明和重大改进者共７９　４０１人。其中，从

职 业 来 看，有 普 通 工 人、农 民 ６５　７４６ 人，占

８２．７５％；中小学生４　７０７人，占５．９３％，普通技师

２００人，占０．３３％。从文化程度来看，文盲１８　９０５
人，占２４．８％；初 小５３　５８０人，占６７．７％；中 学

６　８３４人，占７．５９％；大 学３２人，占０．０１％［３０］１５。
“技术革命”以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农民为主，有

些甚至是文盲，而把专家、教授、工程师 等 文 化 程

度高的人排斥在外了。
今天我们来看“技术革命”的闹剧，其 产 生 是

有深刻的原因的。技术上的真正的进 步，要 严 格

遵循科学技术自身的客观规律，精确的计算，严密

的规章制度，严格的纪律和秩序，精细和准确的操

作，尤其需要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

技术人员。而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唱主角的 却

是普通的工人和群众，真正的科技专家却被边 缘

化了，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此阶段中共的知识 分

子政策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１９５６年 社 会 主 义

改造完成后，到１９５７年反右运 动 之 前，中 共 中 央

曾一度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

用，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３１］１３３－１３４。
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共的知识分

子理论与政策发生“左”的逆转，被打成“右派”的

５５万多人中，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这样一批本

应是国家宝贵财富的人才，却被视为国家和社 会

的“异己”，这 不 能 不 说 是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大 不 幸。
经过反右运动，一般人员均不敢对各种“运动”公

开持反对态度，工人和技术人员中犹豫和害怕 的

思想也在多次鼓动下被打消或藏匿于内心。
对于这场“革命”，当时一些中共地 方 干 部 亦

持怀疑态度，结果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官员被批 评

为“观潮派”、“秋后 算 账 派”。全 国 范 围 内 展 开 了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为“大跃进”和“技术革命”
的开展扫清障碍。

况且，“大跃进”时期通常都是政治挂帅，政治

决策取代技术决策，甚至政治决定技术，技术的成

果被看成是政治上的优越性的显现，以为发动群众

就可以促进技术革命，这也是那个时代左倾狂热性

的体现之一。技术革命的初衷不是技术本身的发

展，而是政治的需要，是国家实施“超英赶美”的策略

的一部分，从而忽视了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

性。如此，技术的发展处处受到外界的掣肘，没有显

示出其固有的独立性，不能依照自身的规律前进，以
这种方式来寻求技术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以后，“技 术 革 命”才

逐步降温，技术的发展才渐渐驶入正常轨道，对知

识分子的政策也随之调整。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周

恩来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家会议和戏剧家会 议 上，

承认了“技术革命”的错误：“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

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

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３２］３６６。

３月５日 和６日，国 务 院 副 总 理 陈 毅 在 会 上

则讲得更为直接和明朗，他提出“脱帽加冕”，就是

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 知 识

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脱帽礼”。同

月２８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了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 我 国

知识分 子 绝 大 多 数 是“属 于 劳 动 人 民 的 知 识 分

子”。事后，中共对一些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

分子甄别平反，摘掉了一部分“右派”的帽子，并从

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遗憾的是，就是这些政策，也没有彻底摆脱阶

级斗争 的 窠 臼，况 且 在 之 后 并 没 有 被 一 直 遵 守。

１９６２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

争，特别是１９６４年以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

的认识越来越“左”，知识分子政策又回到“左”的轨

道上来，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中断。

文革中知识分子遭受深重的灾难与此不无关系。
重温这段惨痛的历史，我 们 可 以 从 中 汲 取 很

多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是今后在经济和社会 建 设

中尤需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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