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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震和我们》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用众多生动、真实的画面，立体地呈现了王震将军在解放
初期新疆开发建设中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身影，再现了王震将军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
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通过当年亲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回忆，以当事人口述和作家本人的采访札记相结合的形式，将历史
的记录与作家的审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跨世纪的眼界，以深刻的洞察力与高度的使命感，饱含深
情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王震和我们》讲述了王震将军在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贡献。
这部书不是王震将军的生平全传，它截取的是王震将军从率部挺进新疆到其后先后14次重返新疆、关
怀新疆的建设事业的一些生活片断，但那些激情澎湃的岁月，是王震将军一生中最重要、最生动、也
是最难忘的篇章。
　　作家用他惯有的叙述风格，平心静气地把我们带到那个时代，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像流动的电影画
面，逼真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王震和我们》记述最多的是王震将军在新疆建设初期身先士卒、不辞劳苦的事迹。
　　为了解决几万老兵的婚姻问题，王震先后从湖南、山东招来几万名女兵。
关于招兵和“分配老婆”的种种情节，不少文学作品中有着这样那样的演绎和诠释。
当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最权威的评判者应当是当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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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收，落生丝绸古道驿站，长大在中国西部荒原。
 　　国家一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纪实文学《西部监狱》、《西上天山的女人》、《铸剑为犁》，长
篇报告文学《绿太阳》、《蓝月亮》、《最后的荒原》、《梦幻的白云》、《镇边将军张仲瀚》、中
篇小说集《骆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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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西北望，那里是我的故乡（代序）荒原上的将军有女人才有家园将军与城雪域清流新疆大地的铭记给
一座小楼P4的祭文（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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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荒原上的将军　　13　　举手投足间，还能想见当年那个机灵调皮的小战士。
　　朱伯金是八一钢铁厂建厂元老。
　　一九八九年，他从八一钢铁公司炼钢厂厂长岗位离休。
　　我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从二军六师警卫连直接调到八钢来的。
王司令员亲自从部队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八一钢铁厂，学技术，团结工人。
　　我们到八钢的任务，第一就是团结工人，希望上海工人师傅不要走。
当时，益华钢铁厂和新疆军区在上海签订合同，上海的老工人五三年那是要全部回去的。
我们就是希望上海的师傅能留下来，一起建设八钢。
第二个任务呢，那就要好好学技术，上海工人走了怎么办？
他们走了，八一钢铁厂的生产要保证不受影响，这是来八钢前，司令员的命令。
　　刚到八钢，我领着西南航空学校来的两百多个学生，在硫黄沟挖矿石。
春节前，司令员到硫黄沟看望这批学生。
司令员问大家，生活习惯不习惯？
都是南方来的学生嘛，主要是成都、贵州、云南参军的一批高中学生，西南航空预科的。
司令员很随和嘛，学生们就说，报告司令员，我们好久没吃大米饭了，过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吃顿大米
饭？
　　王震一口答应，说，可以满足，我回去就安排给你们送大米。
　　春节前，的的确确是送来了大米，还有肉啊什么的，别提学生有多高兴了。
　　这一批学生，可以说都成了八钢老一辈的工程技术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高级职称。
司令员那是心里有底，他把这批学生搞到八钢来，就是要给八钢的技术力量打下一个基础。
　　我来了以后呢，就分配了炼钢，从一九五二年三月份吧，一直干到一九八九年才离开炼钢炉子，
在八钢干了一辈子。
　　那时候，一到礼拜天司令员一准儿来八钢。
来了以后第一个就是看余铭钰，再到车间，再和厂领导坐一坐。
　　我跟司令员出过一次难题呢！
五二年七八月吧，夏天了，八钢已经开始生产了。
部队那时候节衣缩食嘛，一年两套单衣呢变成一年一套，棉衣呢，是一年一套变成两年一套了。
到了八钢，这个基本精神没有变。
炼钢啊，又是火烤，又是烟熏，到处都是铁，又那么热。
衣服呢，说个不好听的话，就是稀稀拉拉的布条条了。
我叫上两个战友，一起来的，一个部队的，都是比较调皮的，赶上司令员来的那一天，看见他进了余
总的房子，我们三个呢就在门前的台阶上等着。
司令员一出来，我们就迎上前去。
司令员笑呵呵地问我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一个立正、行军礼，齐声说：报告司令员，你看，我们都没衣服穿，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衣服？
司令员愣了一下，说：太不像话！
怎么能在门口站着，回去！
　　他也没说解决不解决，下了命令让回去，我们就回去。
　　没过多少时间，一个人就发了一套国民党部队的工作服。
裤子和衣服是连在一起的，衣服的扣子、裤子的扣子在里面，扣得特别紧。
还是帆布的，很结实，还真解决了问题。
因为是帆布，洗都洗不动。
　　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
自己年轻、调皮，挺后悔。
又觉着司令员真是个爱兵的好领导，没有怪罪我们冒犯，还给我们那么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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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铭钰专家之所以能在八钢待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对王震司令员的尊重，对司令员的感情。
王震司令员那么忙的工作，没离开新疆以前呢，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来看望他。
司令员调离了新疆以后，只要回到了新疆，余铭钰还没有走以前，他也要到八钢来。
我想，余铭钰就是因为王震司令员才在八钢待了这么久，待到一九六一年才走。
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已经起来了，上海来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也都一个一个回去了，他还待在这里做啥呢
？
　　他没有回上海。
他以前是钢铁老大嘛，在上海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他到北京了，他主要还是想跟着王司令员。
　　有一年，余总在北京摆了一桌子，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喝醉就是在他那个地方。
你说，那么大的岁数，又是这么一个名人，我不可能不喝呀⋯⋯　　最后一次见司令员，是他快离开
新疆了。
我们全厂的人都集合到现在科技图书馆的大房间里，盘腿坐在地板上。
不一会儿，厂领导陪着司令员来了。
他慢慢走到我们中间，边走边摸摸我们的头。
我就觉着不大对劲，过了好一阵子，司令员才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今天是来和你们告别的。
一下子，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八钢怎么能没有司令员呢？
司令员也舍不得八钢呀，要不然，司令员的情绪会这样吗？
这是怎么了？
以后八钢有了难处找谁去？
大家心里都慌慌的。
　　那天，司令员嘱咐了很多，话说得很留恋，我们很动感情。
司令员又讲到了老婆问题。
他说，老战士问我，找不上老婆怎么办？
问的是呀，我也替你们着急。
组织上已经从口里招了些女娃娃来，但是还不够。
大家都要主动些，给老家的兄弟姐妹写信，互相介绍，组织上还要继续招女兵，婚姻问题总是可以解
决的。
司令员说到这里，很多战士都低头擦眼泪。
余总也流泪，很伤心。
这些事情呀，八钢的老战士是不会忘记的。
　　以后，听传达文件才知道司令员为什么调走，就更加怀念他。
　　采访札记　　二○○七年春天，以八一钢铁厂为标志的新疆钢铁工业，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宝
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挂牌。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对合作前景充满乐观：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因宝钢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宝钢集团因新疆得天独厚的铁矿资源，毗邻中亚的地利
之便，有望拥有一翼重要的增长极。
　　风雨兼程，五十五年。
这一天，八钢一代创业者感触最多。
五十五年，一辈子啊，有多少故事。
他们谈论第一炉铁水，讲王震，说余铭钰，过去的日日夜夜在这一天忽然都清清楚楚。
其实，从来也没有忘怀，经历过就不会忘记。
朱伯金和几个老哥们儿说，没有王震，不会有今天。
没有余铭钰，也不会有今天。
他们转悠着去厂区，厂区哪一处没有他们的脚印，没有他们的故事？
他们相约去小酒馆，回首当年的车轱辘话说不完⋯⋯　　当年，王震和他的二十万大军面对的新疆，
就像头屯河的荒野，生活中一颗最普通不过的铁钉，都从苏联进口，这是迪化的老新疆为什么把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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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洋钉”的缘由。
一两百公斤小麦才能换一把坎土曼，有些地方一只活羊换一盒火柴。
　　王震、余铭钰相见十艮晚彻夜长谈的第二年，八一钢铁厂一号炉铁水奔涌，新疆没有钢铁的日历
翻过去了。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那是朱伯金们终生不忘的日子。
　　五月，转炉投产，炼出了第一炉钢。
七月，第一套轧机建成投产，轧出了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钢材。
　　铁、钢、材三个主体工序同时投产，八一钢铁厂以钢铁联合企业的勃勃生机展示自己的未来。
　　就在这一年，七一棉纺厂、八一面粉厂、六道湾煤矿、苇湖梁电厂、新疆水泥厂⋯⋯十多个现代
化大型工业企业相继投产，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基础。
　　工业建设资金，新疆拿不出分文，一九四九年新疆地方财政赤字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新生的共和国更是百废待兴。
　　令人难以置信，工业建设全部投资来自驻疆部队生产自给节省出的军费和每个指战员的节衣缩食
。
　　王震、王季青拿出了自己的津贴。
军服的双层衣领改为单层，四个口袋减为两个，一年节省一顶军帽，两套单衣节省一套，每月三元津
贴费拿出两元⋯⋯　　王震没有批评朱伯金和他年轻战友的调皮，反而发放了适合他们工作性质的服
装。
爱兵如子的王震，怎能不顾惜他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士，但为了祖国复兴，他不能不这样，就像一
位伟大的父亲，他一定会把最重的担子压在他最疼爱、最出息的儿子肩上。
　　这让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五九旅，想起三五九旅南泥湾生产自救，想起南下北返无坚不摧、
无敌不克的“王震部”。
　　这是意志和精神的胜利。
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军人的精神是胜一利精神。
　　一九○○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八国拼凑的兵力不足两万，而清，政府京畿驻军不下十三万，轰轰烈烈的义和拳更有民众五六十万，
却无法阻止北京陷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一九三六年，中国国民党陆军二百二十万人，数量世界第一。
日本陆军二十五万人，列世界第八。
半年后，七七事变，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
　　仅仅是人家船坚炮利吗？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属亚洲最有威力的海战利器，大
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不比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差，为什么溃败得更惨？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战争，历史就一再告诫我们，没有枕戈待旦为了胜利在所不惜的精神，兵力再
多，装备再好，也打不了胜仗。
　　胜利只属于那些为了胜利燃烧激情、燃烧生命的强师劲旅。
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栋梁。
　　八一钢铁厂投产十年后，乌鲁木齐响起了火车的笛鸣。
王震当年给余铭钰描绘的蓝图，一步步成为现实。
　　这一声笛鸣，曾是多少志士仁人的梦想！
　　新疆巡抚陶模早在一八九三年就上奏清廷，西陲边地修建铁路至为重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视修建铁路为中国立国之本，第一政策。
他说：“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
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输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
无。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日，在上海主持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提出优先修建贯通中国
东西的铁路干线，“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今后将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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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从上海至伊犁，将敷设干线一条。
另一条由广州至喀什噶尔”。
新疆境内铁路，孙中山先生笔下有一万多英里：哈密线一千五百英里，迪化伊犁线四百英里，塔城线
三千英里，安西州于阗线八百英里，镇西喀什噶尔线一千六百英里⋯⋯孙中山亲笔草绘路线图，递交
交通部。
　　然而，图纸付诸实施谈何容易，清政府一九○五年动工修建的陇海铁路，四十七年后才建成通车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一声火车笛鸣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王震、余铭钰月下煮酒话钢铁论铁路十年后，一千八百多公里钢铁大动脉从兰州通达乌鲁木齐。
　　又二十八年。
一九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国阿拉山口站与苏联德鲁日巴站钢轨对接，至此，亚欧第二大陆桥全线贯
通。
　　阿拉山口，历史记载中的“准噶尔山门”。
驼铃阵阵，马可？
波罗的宗亲经山门东去大都，觐见忽必烈。
中俄边民、商旅通过山门往来不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苏协议，中国兰新铁路西延与苏联土西铁路在山口接轨。
五十年代末，苏联铁路通山口北，设友谊站。
中国兰新铁路西段工程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停建。
　　亚欧第二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经陇海、兰新铁路，在阿拉山口进入苏联铁路网，途经波兰、
德国，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港，全长一万零八百公里，比从天津到欧洲的运距缩短了七千多公里。
它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稳定国际局势，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亚欧第二大陆桥我国境内段，横贯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途经徐州、郑州、洛
阳、宝鸡、兰州，与京沪、京广、焦柳、宝成、成昆、包兰铁路干线相交。
经济学家称亚欧第二大陆桥为中国经济的“金腰带”。
京、津、塘经济圈，沪、宁、杭金三角，广东、广西沿海经济带，大西南云、贵、川，都能够通过这
条“金腰带”，并网亚欧第二大陆桥。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一行来时，头屯河畔杨柳绿岸，郊野漫坡起伏，浅草远看。
八钢挺拔着身姿，沐浴在春光里。
　　徐乐江先生宣布：宝钢集团二○○七年董事会，年中在新疆召开。
　　漫步八钢新区，月下树影婆娑，王玉胡前辈讲述的场景从眼前走过⋯⋯余铭钰老先生、王震将军
在天之灵，是否又在近月把盏，谈古论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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