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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一项反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发展、繁荣做出杰出贡献的
历史人物光辉业绩的宏伟工程。
  　它的主人公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元帅、将
领，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个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
文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
　  这些传记的意义远远超越记述个人生平的范围，它们是新中国开国史、建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奠基史、创业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陈永贵传》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立项，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组织编写。
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全面地记述了陈永贵从一个穷苦农民成长为全国劳模，直至升任
中央高层领导的非凡人生。
生动展示了他带领大寨人艰苦创业的感人经历，记述了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后，学大寨运动对
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同时也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陈永贵晚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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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　面对压力　一、抵制“四清”工作队　二、接受五级丈地考量　三、迎接周总理参观　四、不
断鞭策加压第八章　主敢昔阳　一、专程向周总理讨教　二、投身“文化大革命”　三、总揽昔阳大
权　四、稳定昔阳政局　五、受困龟城平遥　六、泛化大寨式样第九章　策马扬鞭　一、在北方农业
会议上　二、搬山填沟造平原　三、经受大旱考验　四、进入中央政治局第十章　费心国事　一、各
地调研　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三、搬出钓鱼台第十一章　因时达变　一、言唱斗争哲学　二、选
派农业干部第十二章　梦天求成　一、启动西水东调工程　二、提出“五点建议”　三、躬行普及大
寨县　四、越力过渡第十三章　思真还璞　一、感触真理标准讨论　二、面对改革大潮　三、在批评
中反思　四、出任农场顾问第十四章　魂归大寨陈永贵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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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山村苦娃一、凄惨童年陈永贵，1914年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
山（今属大寨镇）一个雇农家庭。
父母为他起名荣贵（后改名永贵），乳名金小，为的是图个吉利。
然而，陈家既没有因“荣贵”一名而荣华富贵，也没有因“金小”的降生而带来钱财，反倒多了一张
嗷嗷待哺的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陈永贵祖籍是沾城镇西的石山村（今属巴洲镇）。
祖父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民，虽有几亩薄田，却难以养家糊口，只好为人做牛做马，饥寒度日。
到了他的父辈，境况更加凄苦，命运更为悲惨。
兄弟五人竟没有一人顺利走完一生。
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又名陈科妮，。
排行老二，从小在大寨一带扛长工，勉强度日，直到30多岁时，才在穷伙计的帮助下，和小南山李拐
旦的女儿李小妮成了亲，在小南山的一眼破土窑里安了家。
成家后，先生一女，又生二子，长子即陈永贵。
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降生，陈志如靠扛长工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家了，妻子只好带着孩子去讨饭。
1919年，“松溪河暴涨，冲毁两岸粮田甚多”，庄户人颗粒无收。
为了糊口，陈志如只得挑起一副担子，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返回了老家石山村。
然而，翌年全县普遍干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
庄稼绝收，饿殍遍野。
面对饥饿的一家，陈志如别无活路，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鬻女卖妻，把他们卖到有粮吃的人家去。
他先含泪将女儿卖到了本县窑沟村做了童养媳，又忍痛将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卖给了和顺县固壁
村一个姓杨的农家，只留下等几年靠“卖一点力气还能弄个吃喝”的陈永贵。
6岁的陈永贵亲眼目睹了一家人的无奈离散，母爱和姐弟亲情的骤然丧失，凄惨的遭遇对刚刚懂事的
他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就在这一年，陈志如在卖掉妻儿后，一担箩筐挑着陈永贵和全部家产逃荒到了大寨。
大寨，位于昔阳县城东南五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背负太行余脉虎头山，山岭沟谷相间
，平均海拔1000米。
大寨何时起有人居住，已不可考。
相传，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大寨东北约五公里的虹桥关，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
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
大寨由此而得名。
自那以后，每遇战乱，广大贫苦农民为了生计，不断从四面八方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
20世纪20年代的大寨，村前是一条深沟，村后是光秃秃的虎头山，连绵起伏，半山腰铺着一层夹沙带
石的薄土层，山脚下是被七条大沟和几十条小沟分割开来的不齐不整的土圪梁。
再往下，有一个较大的土寨，人们大多栖息在这个土寨的周围和深沟的坡上，依山凿洞，就是所谓的
“家”，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的土地非常贫瘠，人们形容这里的土地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
棘围个严。
这样一个人穷、地穷、村子穷的地方，尽管距离县城只有五公里，但除了官府催粮逼款，30里外竞无
人知道有个大寨。
民国年间编修的《昔阳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没有记载。
大寨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文牍报端是在陈永贵当了劳模之后。
到大寨后，陈氏父子在三岔沟一眼破旧窑洞安了家，算是有个了遮风避雨之所。
然而，苦难并没有解脱，陈志如仍在为生活奔波，为活命挣扎。
他把骨瘦如柴的儿子寄养在大寨贾姓人家一位好心老太太李月妮家里，就独自到离大寨一公里的武家
坪当长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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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太太李月妮大概是待人处事稳妥周严吧，村里人习惯称她为稳周老人。
陈志如常年在外辛苦扛活，这家干干，那家干干，却终究没有找到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人家，始终无力
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养活儿子。
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的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在祖坟前痛哭一场后，用一
根绳子吊死在坟前的一棵老松树上。
稳周老人得知陈志如寻死后，看着孤苦伶仃的陈永贵，满腹辛酸，拿出攒在米罐里的几个鸡蛋，换了
一尺白布，缠在陈永贵的腰上权当孝服，拉着他朝着石山村方向，含着眼泪说道：“金小，俺孩给你
爹磕个头吧！
”算是给陈志如送了终。
从此，稳周老人承担起了照顾陈永贵的重任。
老人心地善良，有一个儿子，但她从来不分远近，待陈永贵有如亲生，甚至对这个外姓孤儿有时还要
格外照顾。
贾家有几亩薄地，家境并不富裕，只是有口粗糠淡饭而已。
陈永贵和所有的穷孩子一样，从小就去给地主放羊，稍大一些，开始在大寨给人家当小长工。
秦怀录曾这样描写稳周老人给予陈永贵的爱：每当稳周老人见汗流满面的陈永贵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
的时候，总是十分亲昵地向他打招呼，叫他放下锄，先洗一洗脸。
然后扭着那双封建礼教留给她的“金莲”，把自己特意烧下的几张糠面饼子给他吃，陈永贵便要皱着
眉头埋怨：“看俺婶婶这人，今年年景不好，我吃假豆腐还不行？
总不能让我吃得饱饱的，你们娘俩紧紧扎着裤带吧！
”稳周老人也拉下了脸责备道：“哎哟，叫你吃你就吃，俺娘俩还有吃的。
”⋯⋯8岁的陈永贵给地主家放牛放羊，可东家只管用人，连遮羞的裤子也不给一条。
稳周老人把自己一条八成新的裤子裁短，叫陈永贵既能遮羞又能避寒。
10岁上的陈永贵就成了财主家一条“小觅汉”（长工）。
在东家吃不饱时，回到稳周老人身边，老人就是苦菜稀饭也要给他熬个一碗半碗。
陈永贵12岁那年，在其父5周年忌日那天，稳周老人把他5年前裹过的那条白孝布重新缠在他腰上，装
了一块糠面窝头和一封五色纸，送陈永贵出了村，让他回老家给父亲烧纸。
陈永贵这次回石山，有幸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丧父失母的他决定翻山越岭去寻找母亲。
母亲是找到了。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有悲无喜。
按照母亲的嘱咐，陈永贵也找到了嫁到窑沟村的姐姐。
姐弟相见，以泪洗面。
但她们各自寄人篱下，生活困难重重，自然无力负担得起一个正值长身体的“半桩小子”。
一场悲欢离合后，陈永贵只得又回到了大寨，继续和稳周老人相依为命。
陈永贵的童年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涩。
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饥饿就威胁着他的生命，是饥饿使他失去了温情的母爱和姐弟手足之情，是饥
饿逼死了他的父亲，还是饥饿迫使他早早地就开始给地主干活。
正是这种植根于幼年的对饥饿的恐惧和对粮食的渴望，使得后来翻身做主人的陈永贵干出了一番敢叫
山河易色的宏图壮举。
另一方面，困境中的陈永贵也得到了人问难得的真情，从稳周老人那里，他得到了从父母那里也不曾
有过的善待和温馨。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组合式家庭里，陈永贵深切体会到了穷苦人之间蕴存的纯情实意，真实感受到
了互帮互助产生的力量源泉。
这种幼年的体验，推而远之，也使陈永贵后来对共产党倡导的互助合作和集体化一往情深。
二、崭露头角在稳周老人的悉心呵护下，陈永贵逐渐长成一条五尺多高的汉子，犁耧耙种样样都会。
那时，他一面在武家坪为地主家扛长工，一面照料着老人的十几亩薄地。
贾家稳周老人有一亲一干两个儿子糊口养家，生活还说得过去。
但不久，贾家遭遇了一场痛失爱子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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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儿子刚娶了媳妇不几天就命丧黄泉，留下了大个子儿媳守节。
失去独子的老人悲痛之余，越发把希望寄托在养子陈永贵身上，并嘱咐儿媳妇：“你就安安心心地开
着贾家这道门吧！
有金小给咱养种那几亩地，弄个吃吃喝喝，你给他做饭缝衣，好歹也能往人前走。
”儿媳妇也够识礼，对老人孝顺有加，对陈永贵也格外关照。
他们三人相处如初，彼此关爱，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然而，陈永贵强壮如牛的身体，出色的种地本领，却引起了贾家族人的疑心，他们担心稳周老人百年
后，陈永贵这个外姓人会顺手牵羊，独占了老人的家产。
同住一院的老人的小叔子贾四元就曾几次想把陈永贵排挤走，但由于陈永贵品行端正，又有老人和大
个子寡嫂的坚决反对，贾四元也就不再多找陈永贵的麻烦了。
以后，陈永贵逐步成长为一个敦实而机灵的小伙子。
他力大如牛，得了个“个半驴”的绰号。
据说，有一天，在地里干活，小伙子们比谁的力气大，就在陈永贵和一头壮年驴身上分别放了75公斤
的东西，他走，驴也走，然后又各加了50公斤，结果，毛驴倒下了，而陈永贵却昂然挺立着。
加之，陈永贵精通农活，所有的活计，没有一样不会，没有一样不通，样样拿手；他干的庄稼活，没
有人不夸奖赞扬。
凭着这副好身板，借着这些好手艺，他当长工一点儿都不愁找不着东家，甚至有时还有择主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陈永贵头脑灵活，又敢说敢为，敢作敢当，这就更令村里人佩服，自然也就成了村里
左邻右舍穷哥们的头儿。
在长期的长工生活中，陈永贵实际上对那种地主高高在上、农民忍辱负重的封建礼法和剥削制度已产
生了厌恶。
他冒犯地主迎灯规矩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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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永贵传》：陈永贵（一九一四-一九八六）山西省昔阳县人，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
历任中共昔阳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他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促进山区农
业生产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他和大寨人焕发的战天斗的精神，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农业
学大寨”的号召，是对他和大寨精神的最高褒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大寨运动的一些“左”的作法及其后果进行
批评。
陈永贵在批评中开始反思，他衷心牛脾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
作中的经验教训。
无论是担任副总结，不审在其他岗位上，他始终保持了中国农民的本色和朴实、节俭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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