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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锋人物 树立人生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创作谈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

列丛书，自2019年5月至今，已经出版了100种。该系列荣获第五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图书奖、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诸多大奖，多次入选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重要图书榜

单，有《中国航天员：太空追梦人》《中国女排：永不言弃的王者之师》等40种

图书的版权销售到了韩国、埃及、土耳其、泰国、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

本文节选了丛书中《彭士禄：祖国的儿子》（徐鲁）、《王继才、王仕花：坚守开

山岛的夫妻哨》（王巨成）、《乔羽：生命如歌》（马三枣）、《竺可桢：中国气象学

之父》（陈华清）、《祝榆生：独臂总师铸铁甲》（高满航）等作品的创作手记，详

细记述了先锋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闪光足迹，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们创作的心

路历程、写作手法和创作标准。

用小故事刻画“大写的人”
——《彭士禄：祖国的儿子》创作手记（节选）

■徐 鲁

我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写了10位人

物，感触良深，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也获得了

失败的教训。史实不虚，细节不拘，描述得当，

语言平实——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物传记故

事写作的四条准则。但要真正做到，其实很难。

我有一个也许不足为外人道的“标准”：一

部非虚构的人物传记，倘若故事剪裁合理、详

略得当、叙述得体，能把故事写得像一部虚构

小说一样波澜起伏、引人入胜，那这部非虚构

作品就是比较成功的。写《彭士禄：祖国的儿

子》，我就是暗暗朝着这个“标准”去努力的。

其中写到“染血的河水”“八岁的小囚徒”“活

着、活着、活着”“小流浪儿”这些章节时，我几

次眼睛湿润，乃至流下热泪。这些小章节虽然

都是真实故事，但读来也像好的儿童小说一

样，写出了小主人公生命的顽强与坚韧，也写

出了影响主人公成长的一些普通人的善良、仁

义与担当，以及他们的生活勇气。这些故事不

以复杂的情节取胜，但我努力用一些真实的细

节描写去支撑起简洁而明快的叙事，同时兼顾

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刻画，在平实的描述中传

递出涤荡人心的力量。

创作彭士禄的传记故事，让我再次对写作

先锋人物传记一类的非虚构作品有了一些真

切的体会。简单说来，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用小故事和美文的文笔刻画“大写

的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集合着中

华民族的一群优秀子孙，集合着新中国的一

群英雄儿女和最美奋斗者，他们都是“大写的

人”。所以，我在写每一个人物时，首先要努

力写出主人公高尚的情怀、闪光的品格和无

私奉献、坚忍不拔的奋斗意志，让小读者发自

心底地感动和认同。

第二，在创作时我遵循“约法三章”。我国

现代文学史学者、散文家、鲁迅研究专家唐弢

先生在创作《鲁迅的故事》时，给自己定了“约

法三章”：其一是明确读者对象，他把读者定为

初中三年级学生，同时兼顾一下学段稍高的或

略低的读者；其二是每一个小章节既可以独立

存在，又与主人公整个生平故事相衔接；其三

是采取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那种夹叙夹议的

写法，尽量写得“抒情一些”，“形式多样化一

些”，每篇故事除了讲述传主的事迹，又是一篇

独立的散文，能带给读者文学艺术上的启发。

第三，儿童文学的故事性和美文风格不可

缺失。先锋人物的故事都是好故事，能不能

“讲好”是对每一位作者的考验。我认为每一

本故事的“儿童文学性”不可缺失。儿童文学

性大都表现在环境描写、风景描写、人物心理

描写、对话描写等细节里，正如一株枝叶纷披、

丰盈婆娑的小树，如果失去了文学性的细节的

枝叶，就只剩下干巴巴的树干（故事梗概）了，

这本传记故事也就失去了感动人的力量和文

学的滋润力，当然也就是没有“讲好”。

平凡而伟大
——《王继才、王仕花：坚守开山岛的夫妻哨》创作手记（节选）

■王巨成

开山岛是茫茫大海上的一座孤岛，看似不起眼，却

是国防战略要地。王继才和王仕花在岛上守护32年。

其间，他们不仅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而且收入微

薄，除了年迈的父母要照顾，还有3个孩子要养育。他们

还曾遭受妄图利用开山岛走私、偷渡的不法分子的威胁

和毒打。所有这些，无不考验着这对守岛夫妻。他们动

摇过，气馁过，甚至打过辞职报告，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

见到王仕花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说不出的心

痛：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呀？黝黑，关节变形，依稀可见

伤疤的痕迹。这一双手，无言地诉说着他们不寻常的

守岛经历。

当我说明来意，王仕花有些木讷，也有些羞涩，似乎

不太善于交流。灌云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此前曾告

诉我，这是由于长期独守孤岛造成的语言交流障碍。

我们共同的代课老师的经历，让王仕花打开了话匣

子。她说，他们不是英雄，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做英雄，他

们只是答应了组织，做人要说到做到，是不是？再说，民

兵也是兵呀，是兵就得保家卫国。当王仕花说到岛上的

草与花，树和蔬菜，小狗、小鸡，她完全放开了，如数家

珍，目光里闪烁着一股子激情。

我被感动了。王仕花和王继才真是把开山岛当成

了他们的家。王仕花退休后，依然经常上岛看望守岛的

民兵，每次过节，她都告诉孩子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

开山岛，开山岛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

我明白我该怎么写这对英雄夫妻了。我迫不及待

地想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今天的孩子，把我的感动与崇敬

分享给今天的孩子。

美文带着生活的汁液
——《乔羽：生命如歌》创作谈（节选）

■马三枣

我接到创作《乔羽：生命如歌》的任务时，

乔羽已经离世，无缘当面采访，我就搜集所有

的相关资料，书、视频、报道，反复欣赏他的作

品。我要挖掘他的闪光点。阿基米德说，给我

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讲述中华先锋人物

故事，也要有一个支点，那就是——人物的先

锋精神体现在哪里？

乔羽本名乔庆宝，幼时家贫，哥哥姐姐做

店员维持生活。18岁，他参加革命，改名乔羽，

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开

始专业创作。从他的人生经历，我想到他的创

作风格。在他笔下，歌词如泥土般朴素，都是

家常话，浅显中有深意，平白里寓哲理。乔羽

从人民中来，他写的歌都是献给人民的精神食

粮。他的创作扎根人民，一辈子不脱离人民，

那些歌词仿佛生了翅膀的精灵，能钻进人民大

众的心坎里，这不就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先锋

精神吗？

“作家把读者当上帝，演员把观众当上

帝，这也是说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

在创作时，首先把握两条：一是照顾大多数人

的感情；二是要让普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一

听就喜欢。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我是不动

笔的。”这是乔羽的经验之谈，也是我的创作

准则。

创作时，我学习乔羽，也把握两条：一是照

顾小读者的阅读特点；二是要让小读者一读就

明白，一读就喜欢。首先，我用文字画画，落笔

要有画面感，在时代背景、人物真实经历的基

础上，用细节讲故事。“晨曦里，先醒来的是运

河的桨声，哗啦哗啦，桨声带动起一片水上浮

城，那是货船。无数的桨，无数的船，摇啊摇，

摇醒了济宁城。声远楼上，悠扬沉郁的晨钟敲

响了。”环境细节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庆宝醒

来，揉了揉眼睛，说：‘娘，昨晚的故事真好听，

再讲一个吧。’‘等你爹讲诗吧，我还要轧碾子

呢！’母亲说。‘我帮你！’庆宝一骨碌爬起来。”

这是人物细节，庆宝好学懂事。

我钟爱简净朴素的语言，总是反复雕琢语

言，平白清浅的话里，藏了文采。乔羽也是鲁

迅的追随者。资料记载，在太行山求学期间，

他买到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兴奋极了。我把

这件事写进了书中，但我没提“兴奋”，我借失

眠和日出，表现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奋发向

上的力量。尊重史实，含蓄表达，重形象，描写

带着生活的汁液，饱含我的生命体验，也许，这

就是美文吧。

生命如歌的故事，让我对乔羽有了更深的

理解。他用作品创造着伟大，用心灵固守着平

凡，他的事迹涤荡着我的灵魂，我爱他，爱得愈

发深沉了。通过我的讲述，但愿小读者也爱上

这位可爱的先锋人物。

气象学之父“问天”精神探微
——《竺可桢：中国气象学之父》创作谈（节选）

■陈华清

竺可桢是气象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他在不同领

域都有辉煌的成就。这本书聚焦他在气象学方面的成

就。写作前，我阅读了《竺可桢全集》，竺老的回忆录、传

记等，试图从他的学术思想、科研成果、人生经历等多个

方面深入地了解他。遇到有疑问、有冲突的地方，我会

去查阅资料，去伪存真，尽量还原真实的竺可桢，还原真

实的历史。

人物传记容易写散、写杂、缺乏主线，胡子眉毛一把

抓。为了使该书更有可读性，我把“问天”作为全书的

“故事核”。以为何“问天”、如何“问天”、“问天”的结果

如何这条主线提取素材，组织全书的框架。此书的

“天”，既指天空、天气、气象，也指“天道”。江南的春雨

连绵不断，年少的竺可桢问家人为什么天会下雨，为什

么会水滴石穿等。母亲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叫他多读

书，将来揭开“天”的奥秘。母亲的话犹如一粒种子播种

在他小小的心田。他在床头上贴“醒来即起”，早晨鸡一

叫就起床跑步、背书。他在美国公费攻读硕士、博士期

间，学的始终是气象学专业，研究“天”的奥秘；在获得气

象学博士学位后，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了苦难深

重的祖国。他创建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地学系和气象学

专业，编写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教材，组

建了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组织人员研究卫星。

写作时，我将每章的故事控制在2000字左右，既有承

前启后的作用，又可以独立阅读。我还注重文本的故事

性、文学性、艺术性、可读性，力求做到能体现他的科学精

神，反映他的人格魅力，对小读者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

我还注重挖掘竺老的内心世界。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

顺，也遭遇过挫折与困难。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半

个月内，接连痛失爱子与爱妻。他悲痛欲绝，但没有被打

倒，化悲痛为力量，始终坚守信念，勇往直前。

竺老的坚韧与毅力，以及他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

都深深地鼓舞了我，让我战胜种种困难，努力写好这部

作品。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让读者感受到竺老的精神

风貌，从而激发他们的科学热情与创新精神，也能让他

们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有勇于“问天”的精神，像竺可

桢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英雄壮志唯报国
——《祝榆生：独臂总师铸铁甲》创作手记（节选）

■高满航

在创作《祝榆生：独臂总师铸铁甲》这本书之前，我

对祝榆生之名一无所知，但随着广泛收集资料和深入研

究，我对祝榆生有更多了解，也愈加惊讶：他的前进之路

尽是坎坷起伏，而他自己又从来不以为功，只道是寻常，

年复一年默默躬耕于中国的军工沃土，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

他十几岁就瞒着家人走上了抗日最前线，先是苦练

拼刺刀技术，后来又琢磨修武器，从修枪到修炮，“起死

回生”的武器极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不甘心用惨

重代价换取艰难胜利，就学着创造新武器，屡败屡试，还

真就用曲射炮改造出平射炮，让所在部队有了打碉堡的

利器。他在教试射炮弹时右臂被炸，但他后来依然以独

臂之躯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他66岁高龄，又奉命成

为第三代坦克研制的“总设计师”，带领同事推动中国坦

克冲进了世界一流之列……这就是毕其一生都在报国

的祝榆生，我怎能不尽心写好他的故事？

出版社的老师在起始阶段已告知，祝榆生的传记

小说是“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之一，所以在秉承

我个人创作风格的同时，还不得不兼顾丛书的整体叙

述框架和模式。坦白来讲，这本书的体量虽然不大，但

写起来一点都不容易。祝老的人生丰富饱满，但不能

按照时间线全写，得择其重点；也不能掐点略写，而是

得突出能触动和感染少年儿童的“具体部分”。这个要

求说起来容易，创作时的度却很难把握，常常删减，如

此反复。到了最后成稿，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删掉的字

数有好几倍之多。

第一辑第二辑

第三辑

第四辑

第五辑“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

主题出版特辑 / 优案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