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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对一个国家而言，六十年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岁月。
而新中国的六十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她又是最灿烂和最美丽的一段年轮，无论华夏曾
经有过多少辉煌与杰出，也无法与这段国家的历史相提并论。
记载这样的一段国家历史，是当代人的责任与义务。
在今天，我们可以借助一切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和宇宙间存在的几乎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心像与神
志，进行原本和真切的实录与复制。
然而，有一种手段仍然无法替代，那就是文学对人类和时代发展的记述。
这是因为，文学的记述是在文字间流淌着感情，雕刻着细微，叙述着生动，闪动着思想，体现着灵性
，以及智者的深刻和哲人的坦诚，还有文人独有的纯粹、执著，甚至是浪漫⋯⋯往往，我们在小说家
的情节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缩影；往往，我们在诗人的篇章与节奏中感受到一个事件
和一种感情的澎湃与宣泄；往往，我们在戏剧家的台词中领略到一个人物和一段岁月的激越与音符，
但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我们常常能够获取以上所有文学艺术家笔下无法表达的真实与直接，而历
史是必须真实与直接的，有了真实和直接，才会有艺术的魅力，才会有文学的精彩，从而才会有历史
被后人所传颂与记住的可能。
新中国六十年里，涌现过如天宇间闪亮着耀眼光芒的众多杰出作家。
而在这样众多的杰出作家中，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及一位用报告文学样式在坚持不懈和始终如一地进行
着“国家叙述”的作家，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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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二十五万字的报告文学记述的是当年“独臂将军”余秋里授命出任石油部长、带领五万大军
在极度艰苦的松辽平原上进行大庆石油会战的传奇故事。
作品写得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特别是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活动，翔实叙述了当年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袖们为了打破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全面封锁、毅然决策开发松辽
石油基地的一系列高层活动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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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建明，当代著名作家，全国劳动模范。
苏州人。
在部队工作15年。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主编，编审。
文学和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第一、第二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获奖者。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及五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得主。
代表作有：《永远的红树林》《根本利益》、《国家行动》、《落泪是金》、《共和国告急》、《国
家日记》、《警卫领袖》、《何建明文集》（六卷）等，已出版文学著作32部，电影电视作品6部。
何建明主要获奖作品：2008年：《生命第一》获第二届中华优秀读物奖《破天荒》获“年度十佳畅销
书”2007年：《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特别奖，改编成30集电视连
续剧《奠基者》，央视国庆60周年献礼片2004年：《何建明获奖作品集》（根本利益丛书）《永远的
红树林》获全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收入2006年高中教科书2003年：《国家行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改编成24集同名电视连续剧（2009年1月央视一套播出）2002年：《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
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改编成电影《信天游》（2005年）2000年：《中国高考报告》获全国
优秀报告文掌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两度编入日本大学教材1998年：《落泪是金》
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改编成2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2006年播出），《纽约时
报》称为“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校园文学作品”1995年：《共和国告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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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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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世界工业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石油立国的理论。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20世纪以来的世界，是石油将人类引向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任何一国的领袖谁忽略了对“地球之血”的重视，谁就无法驾驭代表现代文明的本国工业社会的前进
巨轮。
老牌帝国的首相丘吉尔是这样。
新兴霸权帝国的总统罗斯福是这样。
东方的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如此。
⋯⋯这一段的“内参”让毛泽东惊心和震怒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走过七八年，农民从地主
、富农手中夺回土地并实现了“土地改革”之后，城市的工商改造也已进入彻底的脱胎换骨时，摆在
他桌子上的“情况反映”竟然是：河南、山东的黄河沿线出现了因饥饿而逃亡的难民，正向苏南和上
海一带乞讨要饭⋯⋯令毛泽东更不能容忍的是连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竟然也频频出现饿死人的现
象！
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们的执政思想和建设方向出了问题？
卫士长这一夜不敢回家睡觉，整宿地呆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外那个四方小庭院里，距毛泽东十几米
远的地方看看毛泽东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卷，那红红的烟火将长夜催出了黎明之光。
“主席，都快天亮了！
您回屋休息吧！
明天，不，是今天了——今天上午十点您不是还要开个座谈会吗？
您得先眯一会儿嘛！
”毛泽东缓缓地转过脸，长时间地看着卫士长⋯⋯“主席，您还有事要我办去？
”卫士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又摸摸自己的脸，不解地问：“主席，我、我⋯⋯没什么不对吧？
”毛泽东突然似答非答地：“是不对。
”说完迈开双腿径直向书房兼卧室走去，刚走出几步又回过头：“银桥，你通知总理九点前到我这儿
来一趟。
”“是。
”卫士长快步随毛泽东进了房间，待他躺下后迅速回到值班室给周恩来办公室摇去电话。
这一天午前两个多小时发生在丰泽园内的事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知道。
后来有记载的史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推测：二位共和国的伟人一起研究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
后来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件大事基本上是一个主题：中国的石油问题和中国石油部部长的人选问题。
毛泽东已经是很着急了。
这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够他老人家操尽心了。
一桩桩一件件出格离奇的事让他思绪兴奋而忧虑：他在河南视察时说了句“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后
，一夜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出现了千万个各式各样的“人民公社”。
“吃饭不要钱”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了当时中国的一阵狂热的社会风潮。
但工业的形势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形势令毛泽东极不满意。
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唯有石油工业部没有完成任务。
早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最后一个革命圣地西柏坡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
百万雄师追穷寇，另一方面已经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了。
当共和国国体确定之后，剩下的全部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富强的事。
怎么建设？
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真的值得效仿，二三十年的历史竟然把一个旧世界彻底摧毁后又迅速建立起
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人民富裕的日子。
苏联搞建设的模式自然在毛泽东印象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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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是个绝对不愿以一种模式照搬照抄别人东西来建设自己国家的领袖，尤其是通过第一、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苏联人那种强加于人的思维方式早已令毛泽东生厌。
他在思考未来新中国建设采取何种建设路途时，已经悄悄将某些注意力盯住了太平洋彼岸的那个仅靠
二三百年的历史便迅速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
合众国？
！
喔，那么意味深长的国名！
伴着腥红烟蒂，毛泽东坐在石磨旁的小木凳上，读完列宁和斯大林的一本本建设国家的著作，同时，
打开了一本本美国建国历史科教书⋯⋯他在阅读中吃惊地发现了这个新兴帝国近百年迅速崛起的奥秘
：石油！
石油！
石油，石油是什么东西？
卫士长李银桥过来给毛泽东端上一壶开水，见毛泽东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便凑过话：主席，石油是不
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毛泽东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不错不错，石油就是石头里流出的油！
李银桥：可石头里哪能会流油嘛？
毛泽东站起来，将手中的书本往石磨上一放，说：石头当然能流出油喽！
而且还能流很多很多的油喔！
你没见我们在延安时上延长那个油井那里参观看到的那黑乌乌的油？
李银桥想起来了，说：那是洋油，能点亮马灯的洋油。
毛泽东点点头又摇摇头，似答非答地：帝国主义害死我们中国人喽，洋油洋油，连我们自己的石头里
流出的油也给叫成洋油喽！
说完，一脸怒气地走出小院子，向附近的小山坡走去。
卫士长着急了，迅速拿起毛泽东搁在小木凳上的外衣，随后而至。
小山坡上，毛泽东神情严峻地在思索着，口中仍然喃喃着：洋油洋油，中国人用洋油的口子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呵？
李银桥看着毛泽东一脸凝重的神情，觉得不便再打扰，便退到一边。
可有一个问题他实在不明白，便又忍不住上前请教毛泽东：主席，你刚才为啥又把洋油说成是石油？
这石油跟洋油是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转头向自己的贴身卫士“嗯”了一声，解释道：外国人把石头里流的油叫石油，而我们中国因
为没有石油却把从国外买进来的油说成了“洋油”。
“其实，这石油的发明权是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中国也是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之一。
”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际，右手向前一挥，用其浓重的湖南话说道：你不是也晓得我们延安时有个延长
油井嘛！
那口井就是宋代一个叫沈括的科学家发现的。
那是l080年的事。
所以他沈老先生可以堪称为中国石油地质第一人，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是空前的。
那时的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有两三年了，但他又一次被毛泽东的满腹经纶所折服。
“那为啥我们还要用洋油，不自己让那个沈⋯⋯沈刮多刮点油出来？
”李银桥问。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喽是的喽！
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多“刮”些出来，把“洋油”扔到太平洋去！
毛泽东最爱别人听他谈古论今，于是李银桥又像听天书似的从毛泽东口中听得我国古人怎么开采石头
里流出来的油的故事⋯⋯唉，斯时已去，我们却落后了！
落后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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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天长叹一声。
李银桥见景，有些着慌地一边给毛泽东披上外衣，一边小声说：主席，都怪我刚才问多了⋯⋯毛泽东
摇摇头，口气缓和了许多：不，不怪你。
我是在想一个大问题喔：老蒋在南京呆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们也很快就要进城，放下枪杆子搞建设去
了。
可要搞建设就得用大机器，这大机器可不像我们红军战士吃草根树皮就能转动得起来的，它可是要喝
“洋油”才能动得起来的呀！
而现在我们的同志多数跟你一样连“洋油“为何物还都不怎么知道，那我们以后搞建设要受多大的限
制啊！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心情沉重的样子，想找个话题有意让毛泽东轻松轻松，便脑子里闪出一件曾经听贺
龙司令员说过的故事：主席，我听说贺龙司令员手下有位战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缴获小鬼子
时看到了敌人扔下的几桶机油，就以为是可以作炒菜的油拿回部队去让炊事员去用了，结果吃了这油
炒出来的菜，拉得一塌糊涂哎！
毛泽东一听，立即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事我听说过听说过。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李银桥摇头：贺老总没说是谁。
毛泽东说：是三五八旅的政委，叫余秋里。
李银桥想了想：是不是那个独臂战将？
毛泽东点点头：正是他。
此人不简单喔！
我把蒋介石的几百万旧军队打败并收归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队里来。
就是此人帮我解决了改造国民党旧军队的一个大难题喔！
李银桥问：你说的就是在延安时向你汇报新式整军经验的那个人哪？
毛泽东以欣赏的神情又一次点头：是他。
我的那篇《西北新式整军运动》文章里，讲的就是他的做法。
彭老总也是很喜欢此人的喔，现在正让他带部队跟胡宗南干仗哩！
“报告主席，傅作义将军一行今天中午前要到西柏坡来。
周副主席请你做好接见的准备。
”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这时过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一听，满脸喜色地：“好嘛！
我可是已经等傅将军多时了。
走，中午我请他吃饭！
”回小院的路上，杨尚昆悄悄问李银桥：“主席跟你在说什么呢？
”李银桥小声告诉他：说“洋油”的事。
杨尚昆茫然地：“洋油”？
李银桥：主席说，我们快要进城了，以后搞建设可少不了“洋油”！
杨尚昆笑了：主席已经在谋划新中国建设大业了。
是的，新中国建设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孕，而告别“洋油”的事更是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
站立起来”后一心想做的一件紧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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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部长与国家:中国报告》是一部记录共和国最壮观、最伟大的建设史诗的书。
而在这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和平建设的战役中，一位领袖人物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的天才和杰了
上，使新中国的历史变得如此壮美与浪漫⋯⋯何建明“报告中国”丛书《部长与国家：中国报告》百
名省（部）长热读作品，三届中国文学最高奖获得者何建明重磅力作，著名导演康洪叠倾力打造的央
视国庆献礼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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