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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读先锋故事，做大写的人
阅读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还关系到一个家庭

的未来，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阅读一本好

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对青少年来说，阅读先

锋人物的成长故事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榜样，学

习他们忠诚勇敢、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等优良品质，汲取

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微言传大义，芥子纳须弥。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儿童文学作家、“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汇”系列丛书代表作家曾维惠、郭凯冰，泉州市中学语文

骨干教师张家鸿，清华附小高级教师、北京海淀区优秀

班主任焦玫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中的部

分图书撰写创作手记和图书评论，带领青少年解读先锋

人物的精神密码，引领他们志存高远，做大写的人。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
秦文君、徐鲁、汤素兰、李东华、葛竞 等著/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共同出版

为人民服务不算苦
■曾维惠（《王顺友：大凉山的希望信使》作者）

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心中总要住着一位或

一群英雄，人生之路才会有方向，行进着才会有力

量。”所以我主张把英雄人物展现在孩子们面前，让

他们学习，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力量。当接力

出版社的编辑问我能不能写写四川的先锋人物

——邮递员王顺友时，我想到可以把时代的英雄捧

到孩子们面前，便欣然应允。

王顺友，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朴素却又

高大的形象，从着手整理材料到拟写大纲到创作完

稿，再到出版社编辑请我看小有改动的审校稿，我

都一直被其先进事迹感动着。

一个人，一匹马，一个月有 28 天行走在环境

恶劣、道路艰险的马班邮路上，一走就是 30 年，共

计 34 万公里，相当于走了 27 趟二万五千里长征，

绕地球赤道走了 8.5 圈……雨再大不能淋湿了邮

包，摔得再痛也不能摔坏了邮包，不会游泳却跳

进江里拼命捞回邮包，肠子被受惊的马踢断了也

要继续送邮包……他自己掏钱买了蔬菜种子、盐

巴、茶叶等绕路给乡亲们送去；他自己垫付邮资

给沿路的乡亲们寄信；他冒着暴风雨踏上路基已

经被冲毁的邮路，连滚带爬地去送大学录取通知

书……自己的家人没有时间照顾，只能在邮路上

给妻子唱支歌……王顺友，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

英雄，他的精神和灵魂，一直在邮路上，一直在乡

亲们中间。

2020年，因为疫情，我没能去四川亲自采访王

顺友。2021年5月30日，我在“中国邮政”公众号上

看到了王顺友因病逝世的消息。

王顺友，我心中的英雄，他真的走了！那一刻，

我忍不住内心的悲伤，泪流满面。我在电脑里翻看

着我为他写的文字，一行行字，一行行泪……我的

悲伤，并不仅仅在于见不到王顺友了，而是英雄的

他走得太急，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请他翻看那本专门

为他写的传记小说，还没来得及把他和写他的书一

起带到孩子们的面前，还没来得及让更多的孩子感

受到榜样的力量……编辑对我说：“等书出来，我们

可以去看看他的家人。”这，也算是对我的一丝安慰

吧。我期待着。

“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王

顺友唱的这首自编的歌，唱出了一名“最美奋斗者”

的心声。我想，这心声，一定会激励着千千万万奋

斗在平凡的岗位上的人们，激励着正在成长中的孩

子们，激励着我们大家鼓起理想的风帆，向着美好

的未来奔去。

希望给孩子们加把柴火
■郭凯冰（《许海峰：从“弹弓大王”到世界冠军》作者）

2020年春天，因为疫情，也因为写作，我天天老老实

实待在家里。看电视，浏览网络……那时，最让人动心

的，是那些踏踏实实为疫情做着事情的人。之后，接力

出版社的老师邀请我参与“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的书

写，我选择了许海峰先生。因为，我想书写踏踏实实动

手的人！

我买了《许海峰的枪》，又从网上搜集了与许老有关

的资料。做了半本笔记之后，我自以为对许老了解不少

了，可真正动笔的时候，心里却发虚。于是，2020年10月

底，王燕老师带我去采访许老先生。

许老是个看起来挺严肃的人，可很快，他的独立自

信、博学多识就随着诙谐幽默的话，让我们深深折服。

从小，许老的动手能力就特别强，做事情也特别周

到踏实。小学的他能用弹弓打麻雀；中学的他会补鞋、

会理发，2个小时就能叉三四十斤鱼；插队时的他，还不

到20岁，就学会了农村所有的农活，村里的磨面机和别

的电器坏了，大都找他修理。最神奇的是，村里缺赤脚

医生，竟然也是他走马上任顶了这一差，还救活了4个喝

农药的人、为一个人接了生！

在他最为人所知的射击事业中，他第一次参加省

运会就夺得冠军，从全省射击冠军，到全国射击冠军，

再到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他只用了不到 2 年的时

间！射击生涯中，他获得无数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

作教练员后，培养出 20 多个世界冠军，还让中国体育

的弱势项目变成了优势项目！每一次参赛的时间，获

得的奖次，还有相关的事件人名，许老都是脱口而出，

没有一丝的犹豫。他已经 60 多岁了，这一点比很多年

轻人都强。

许老的一生，真是传奇的一生。在他身上，热爱，然

后全力以赴，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的孩子衣食无忧，可不少孩子对理想的追求和

为之付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及。希望许老的故事和“中华

先锋人物故事汇”这套书能够给孩子们的理想之火添一

把柴。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共同出版，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先锋人

物、“时代楷模”，邀请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用充满浓郁童趣的美文，讲述袁隆平、钱学森、屠呦呦、李延年、王顺

友、蓝天野、许海峰等先锋人物的成长故事和感人事迹，帮助青少年打好精神底色，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截至

2025年2月底，“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已累计出版101种，分为“科学先锋故事”系列、“医护先锋故事”系

列、“战斗英雄故事”系列等子系列，发行了1000多万册，码洋2.68亿。该系列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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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奖等20多个全国性重要奖项，4次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入选“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等重要推荐书目和榜单。这

套书中有46种图书版权已输出到尼泊尔、土耳其、泰国、韩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

学不可以已
——一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成长之路

■焦 玫（清华附小高级教师、北京海淀区优秀班主任）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被越来越多人所熟

知。我非常好奇，一个能文能武、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

斗英雄，如何能在至关重要的时刻，发挥优异的战斗能

力呢？

阅读《李延年：从“小猪倌”到大英雄》，解开了我内

心的疑惑。

这本书重点讲述了李延年的成长历程。李延年家

境极度贫寒，7岁时，母亲把他送到姨家做猪倌，小小的

他成功地把小猪养成了大猪。5年后，12岁的他能上小

学了，但必须要学会做饭。李延年跟着母亲和姑姥姥用

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做菜，还有了自己的拿手菜。

在学校，李延年如饥似渴地学习，2 年半学完初小

课程。其间凭借自己的做饭能力，还当上了“主厨”。

17岁的李延年参军了。作为新兵，他在第一次战斗

中就缴获了枪支；作为通信员，他能经受住考验，顺利完

成任务。这样的他成为警卫员，跟着刘世光政委学习政

策，提高思想觉悟，很快就入了党。又跟着黎原政委学

习用兵之道，积累实战经验。其间，李延年多次在教导

大队学习，并被选上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成绩优异。

在湘西剿匪中，他作为七连副指导员，已经可以带着两

个排顽强战斗，在连山乡立下了巨大功劳。

有了之前战斗经验的李延年，在朝鲜战争中完成

了坚守 346.6 高地的艰难任务。这一切能力源于李延

年多年学习的积累，他在姨家学、在学校里学、向身边

的人学、在战斗中学。他历经战火的洗礼，舍生忘死，

英勇杀敌，为建立、保卫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青少年阅读李延年英雄的故

事，不仅要看到他一生的忠勇，也要看到他一生的好

学。在李延年家里，订有《参考消息》等近 10 种报纸。

“学习，是父亲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他的女儿李忠霞

说，“一天时间里，看新闻和学习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

间。”扪心自问，我们多少人能够如这位老英雄一样，坚

持每日学习呢？

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让孩子学习到“忠诚、执着、

朴实”的品格和献身祖国的崇高境界，更能让孩子学习

到“学不可以已”的人生真谛，在正能量的引导下健康

成长。

戏剧人生——读周敏《蓝天野：小舞台，大情怀》
■张家鸿（泉州市中学语文骨干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从演员到副导演、导演，从在《青春》中出演没

有名字只有绰号“红鼻子”的老年更夫到以85岁高

龄在《甲子园》中扮演男一号黄仿吾，蓝天野走过了

波澜壮阔、神奇瑰丽的戏剧人生。

是演员，不只是演员，为了演好戏中人物，蓝天

野所做的不仅仅是正式表演前一次又一次地排

练。为了演好曹禺先生的话剧《北京人》中的曾文

清，他着重补文学知识，研究如何用吟诵的方式表

现人物念《钗头凤》的场面。为了展现出他“懂鸽子

行家”的气质，他仔细翻阅《鸽经》《堵门豢鸽记》等

相关图书，还向养鸽人请教。因曾文清擅长饮茶，

他特地拜访老茶客，请教老北京饮茶的规矩与讲

究。演什么角色，就要是什么角色，而不只是像，像

是不够的。

在艺术的成长之路上，蓝天野是极其自律的

人。1964年，在房山县岗上村的半年时光里，蓝天

野跟随村党支部书记吴春山深入田间地头、山坡

果园，了解农作物的种植、养护、生产情况。他不

仅与村党支部书记打交道，更与众乡亲打交道，向

他们讨教农活儿的技巧以及耕种知识。半夜里，

吴春山起床给牲口添草喂料，他也立刻起床下地，

边看边学。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电视荧幕上为几代观众

留下广为传颂的经典形象：“红鼻子”、库力金、秦仲

义、曾文清、董祀、单于……蓝天野还是姜子牙。诚

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在众多角色当中，蓝天野扮

演的姜子牙赢得了最多的赞誉，这个和蔼可亲又仙

风道骨的形象，陪伴千千万万‘70后’‘80后’度过了

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珍藏着的童

年记忆。”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读小学时，沉迷电视

剧《封神榜》中的姜子牙。他代表正义，一身长衫、

须发尽白的模样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中。至

此，我的记忆与周敏的书写产生深深共鸣。这何尝

不源于艺术的感染力与穿透力？

周敏对蓝天野的艺术理解，作了既有深度又

有高度的提炼。她说：“演员要尽可能多方面熟

悉生活，要懂得人，要有丰富的文化素养。”她还

说：“戏剧演出的成败，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

是演员。”88 岁高龄时，蓝天野导演迪伦·马特的

经典戏剧《贵妇还乡》。一次排练中，一个年轻演

员的动作始终不到位，蓝天野突然扔掉手中的拐

杖，倒在地上亲自演示，边演示边为大伙儿讲解

要点。如此危险的动作，着实把周围人吓出一身

冷汗。然而，在蓝天野的世界里，对艺术义无反

顾地投入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蓝天野：小舞台，大情怀》揭示的是蓝天野的

成长秘诀，也是诸多艺术家共同的理解与做法。窃

以为，周敏笔下的蓝天野树立起的不仅是大师风

度，更有为人的真诚、做事的严谨，以及对表演艺术

几十年无保留的热爱与沉浸。斯人已远去，蓝天野

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戏剧舞台上经典的人物形

象，还有这一笔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第十二届 特刊 优案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