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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部《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
历程》，对于我来说有点特别。作品的一个主体内
容，是讲述穆青、冯健、周原这三位新闻前辈是如何
挖掘和呈现焦裕禄这个典型人物的，体现出了他们
高度的职业敏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可贵的精神品
格。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
职业教育意义。

按说这本书写得有点晚，因为焦裕禄和焦裕禄
精神似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诠释。题材是老故事，
人物是熟面孔，重新来书写，一般人会望而却步，因
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另外，现在的阅读在字数容
量上走着极端，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几百万字，纸质
图书以十多万字为宜。这部作品将近60万字，是个
大部头，就纸质阅读而言构成一定的压力。但是，

“好饭不怕晚”，而且“好书不怕长”。读这部作品，会
发现这些老故事带给我们新的体验、呈现出了新的
价值，人物给我们带来新感动、留下新震撼。作品通
读下来并不觉得冗长，甚至还有意犹未尽之感。这
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谁来写、如何写、以什么样的
态度来写、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写的问题。

作者高建国说，自己在十多岁的时候，读到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对于铸
造我人生基石影响甚巨”。亲近焦裕禄这个人物，是
他的一个梦想。写这部作品的动因，是他受到了来
自内心的某种指令，是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驱使。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回望初心、追寻初心的作
品。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也就是“我要写”的力量，一
种强大的主动与自觉。因为有这样的渊源和来由，
他的写作也就更用心、用情、用功、用力。作家在读
懂焦裕禄上敢于下功夫，心怀敬意、富有情感。经过
他的细心梳理，焦裕禄的形象变得立体而丰满。在
我们的既定印象中，焦裕禄是人民勤务员，是朴实
无华的好干部。读这本书，会发现他还是一个上过
战场的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是一个善于进行宣
传动员的人，是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也
是一个受过委屈的人。这不禁让人感叹：“原来是这
样的一个焦裕禄！”于是，我们对焦裕禄这个人的认
识就更深了一层，对他更加敬仰、更感亲切。作家是
从人的视角、人性的立场来看待焦裕禄的，突出人
物的命运，突出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起起伏伏，突
出人物在起伏中始终保持着的信念的坚定。这部作
品再度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学作品如果能真正关注
人、聚焦人，展现人物的命运，表达人物的情感，就
能吸引人、打动人。

我们以往在读纪实类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就是字里行间明明隐藏着一条很好的
线索，但是作家回避了，没有进行深究，让人干着

急：为什么不找这个人多问几句，为什么不到这个
现场看看呢？读《大河初心》，惊叹的则是作家该去
的现场都去了，该找的人都找了，甚至可能找不到
的他也设法找到了。有所收获之时，高建国说或许
是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感动了上苍。这句
诗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下一句是“两处茫茫皆
不见”。傅斯年曾经借用过来说考古，续上的一句是

“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高建国就甘于也善于
“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一部“动手动脚找东西”而
得来的作品。

比如说寻找采访对象，他采访了焦裕禄爱人徐
俊雅的弟媳王美玉、焦裕禄的侄媳妇赵心艾，在开
封市尉氏县采访了曾追随父亲给焦裕禄治过病的
中医专家杨培生的儿子杨文明。焦裕禄在尉氏县张
市镇边岗村蹲过点，高建国到边岗村和尉氏县城找
到原村团支部书记宋柳林和原村妇女主任李喜云
了解情况。当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播讲
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北京郊区农
民王文华收听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齐越写
信，畅谈自己的感受，表达“要以实际行动来追念这
位永垂不朽的好干部”。高建国找到王文华的女儿
王彦，请她谈谈对父亲的印象。新闻界有个说法，叫

“有请当事人”，这些人某种意义上还说不上是真正
的当事人，是拐了几个弯的当事人，但高建国都把
他们请到前台，诉说与焦裕禄有关的点点滴滴。正
是因为这种创作精神，他能够有底气地在别人写的
基础上“接着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比如说，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是根据焦
裕禄当时面临三种考验，包括罕见的自然灾害、干
部队伍中消极错误思想和自身严重疾病，层层递
进、相互交织塑造焦裕禄英雄形象的。高建国根据
焦裕禄主政兰考任县委书记一波三折的过程，提出
还有第四种考验，即“岗位与职级的考验”。这是一
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对于焦裕禄的形象不但没有损
伤，反而更凸显出他忘我、无我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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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
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
程》，是关于焦裕禄精神产生发展过
程的翔实记录。作者采访踏实，写
作扎实，内容结实。作品中水分很
少，虽然也有一些抒情，但大都恰到
好处，克服了报告文学作家喜欢滥
发抒情的通病。书中引用了老作家
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作家要上三所
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
术的学校。作者无疑是深谙柳青前
辈这种写作真谛的，明白作为一个
作家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家，首先要
上好这三所学校，完成好这三方面
的修炼。因此，这本书虽然不是“空
前”之作，但有可能会是一部“绝后”
之作，为焦裕禄及其精神的纪实性
文学书写树立了一道标杆。

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重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非常丰富，但其中以人物命名的精神并不多。这
种特殊性，印证了焦裕禄及其精神书写的重要性。高建国
在挖掘焦裕禄精神时，引用了焦裕禄用“三棵树”抒发人生
理想抱负的自勉：要像松柏一样坚定不移、凌寒不凋；要
像杨柳树一样插地成活，茁壮生长；还要像泡桐一样迅速
成长，尽快成才。这，实际上是焦裕禄对自己人生目标和
价值的比喻。习近平总书记在怀念焦裕禄的词《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里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
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当年焦裕禄和群众栽
下的幼桐中的一棵，也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

“焦桐”。这，实质上就是树跟人的精神合二为一了，焦裕
禄已然化为一棵大树，站立在那里。这可能是作家的一些
很重要的独到发现。

《大河初心》书写了一段人生的长河，也写下了一段
精神的长河。作品写的是焦裕禄完整的生平传记，真实可
信，平凡却又超越，简单而又堪称伟大，深入爬梳了焦裕禄
的前世今生，写下了焦裕禄精神的来龙去脉。在作家笔下，
现实生活中的焦裕禄其实并非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还
在成长完善的人。作者如实写到，开封地委报请河南省委
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开始省委是不同意的，后
来同意他代理第二书记，一年两个月后才被正式任命为县
委书记。这时，距焦裕禄去世只有几个月了。而就在焦裕
禄去世前两天，省委还通报批评了兰考县委挪用救灾代食
品顶换国家统销粮以补助干部的做法，要求县委做出深刻
检讨，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换言之，焦
裕禄去世之前还受到上级批评。在作家笔下，真实的焦裕
禄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人物。在20多名机关干部因病
饿而死的压力面前，他在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和从实际出发
救助干部的选择中“走钢丝”，是非常难的。焦裕禄一辈子
都是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好干部，但面对非正常死亡的干
部，他做出那样一个艰难的决定，确实是很纠结的。高建国
把这个情节如实地写下来，这样塑造出来的焦裕禄更为立
体、真实。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
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样的，报
告文学创作，特别是写一个正面人物，也应该努力塑造出一
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人物。这本书中的焦裕禄就是一位可
信又可敬的人。他也是可爱的，包括在自己的亲人眼中。
书中写到了焦裕禄的婚姻家庭，写到他和徐俊雅的恋爱，两
个人相差10岁，徐母开始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合。后来两人
走到一起，生了5个孩子。临终前几个月，焦裕禄最后一次
回山东老家探望老母亲，一定要把几个孩子都带回去，让他
们接受家风教育。这些感人的细节，印证了焦裕禄是一位
非常好的父亲，虽然他可能有些“不近人情”，比如对子女要
求得太严了一点，就连借用公家的扫帚回家扫院子都受到
批评。书中写到，习近平总书记曾问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
当年“看白戏”的那个孩子就是你吧？可见这个细节给总书
记留下了很深印象。作者笔下的焦裕禄是立体的、真实的、
非常饱满的人物形象。

《大河初心》勇于直面问题和争议。对于宣传焦裕禄，
其实从一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在暴露兰考的阴暗面，兰考还这么落后，还有这么多盐
碱地，还有这么多吃不饱饭的人，宣传焦裕禄，县里将面临
多大压力！这些描写是很真实的。为官一地，领导肯定要
综合考量，正反两方面都要考虑到，宣传好干部固然是好
事，但不愿意自曝家丑似乎亦是人之常情。非常难能可贵
的是，高建国创作中没有回避这些东西，史实是怎样就怎样
写。包括宣传焦裕禄以后，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几起几落
的跌宕人生。这部作品围绕几十年来焦裕禄精神的宣传，
把历史的曲折和风雨都如实地写出来，让人非常真实地看
到了精神大河形成过程中的波澜，使人更加珍视党的精神
谱系和精神血脉。

这部作品非常注重可读性。高建国在创作中注重故事
和细节的挖掘与书写。58万字的篇幅，读下来并不疲倦，
就在于作品中有很丰富的情节和细节，有栩栩如生的人
物。比如，土生土长的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焦裕禄这个榜
样被“发现”跟他是分不开的。新华社记者周原到兰考采
访，刘俊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
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这句开门见山的话，一下子把
周原给镇住了，从而引发记者刨根问底，成了焦裕禄走向全
国的起点。再如张钦礼，他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是个盖棺
未论定的人物，但他一直亲民爱民，是个清官、好官，是群众
眼中焦裕禄最好的传人。他在治河工地被抓走时，公社干
部端了两盆水，蹲下来哭着给他洗脚洗腿，几万群众挥泪相
送。老百姓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给他下跪，他
也跪下来。他在郑州病故，灵车返乡过兰考县城时，十多万
农民拦车祭灵，让人唏嘘不已。这个人物跟焦裕禄一样饱
满。这种人物的悲剧使得作品的文学性更强。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
历程》是一本关于焦裕禄及其精神的集大成
之作。刚开始拿到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选
题好像很普通，焦裕禄已经被写过这么多次，
为什么作者还要再写一本焦裕禄？但是看的
过程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高建国确实在采
访写作上下了很大功夫，有跟穆青等人的通
讯里不一样的问题意识和广阔视野。作者把
焦裕禄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里，放
在民族精神的根脉和源流中，放在历史的、具
体的人文环境里来书写，这就使得楷模的再
现有了与其他同类作品迥然不同的格局与气
象。作品的序章和尾声都写到黄河和东坝
头，这一意象贯穿全书，不仅升华了作品的意
境，而且很好地烘托了“大河初心”这一主题。

高建国作了三年艰苦、深入、扎实的调
查，凡是焦裕禄走到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这简
直就是做博士论文的方法：有一个特别好的
选题，然后脚踏实地去探寻和研究，把材料搜
集起来，最后用这样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结构
起来。正如几位老师说的，作品呈现出来的
焦裕禄形象让人感到惊讶，作者把他担任县
委书记时的另外一些情况，生动介绍和披露
出来，这是本书有新意和能成功的一个重要
方面。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作品写焦裕禄在
兰考深入实际调查、提振干部队伍军心士
气、披肝沥胆带领群众根治“三害”的第三
章，写发现和推出焦裕禄重大典型的第四章
以及第五章开始几节，很好地解决了与穆青
他们那篇通讯内容撞车的矛盾。如果把这
本书跟穆青那个通讯比的话，关于兰考的部
分内容其实是不占优势的，毕竟穆青的通讯
发表得更早。兰考是焦裕禄精神迸发最为
集中、最为强烈的地方，这段历史大家都很
熟悉，对焦裕禄的兰考岁月既不能避而不
写，又不能简单重复通讯的内容。作者用了
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在挖掘新内容、增添新
细节来写好焦裕禄奉献兰考、根治“三害”、
匡正风气、埋骨沙丘的同时，把通讯的采写
和发表过程本身，作为书中正面书写的一项
重要内容，以很大篇幅写了稿件的采访、送
审、征求意见及发表的曲折过程，为读者打
开了一个并不熟悉但又非常吸引人的阅读
空间。就像作品副标题一样，既写焦裕禄，
又写焦裕禄精神是怎么诞生的，通过焦裕禄
本人的事迹，以及对他事迹报道过程的回放，
使人所共知的老题材上新、出彩。

作品对焦裕禄通讯发表前后情况的层层
披露，涉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当时一些领
导的具体考虑与协调，包括彭真、吴冷西、李
庄等，通过梳理这些史实，让我们了解到焦裕
禄这个典型问世的经过。最后两章写焦裕禄
精神是怎么传承的，以及如何利用文艺形式
和更多新闻报道解读、传播焦裕禄精神。在
这部十分厚重的作品中，作者抽丝剥茧，围绕
焦裕禄精神的形成，给我们作出了最全面、最
翔实的回答，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整体性构
思。作者用他扎实的功力，对这个选题做了

很深入的挖掘，在用情、用力、用心写好焦裕禄的同时，还成功塑造了张钦礼等
人的形象。客观地看，书中对反对宣传焦裕禄的地委某部部长跟县委主事领
导的处理，是合适的，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焦裕禄会成为这样一个典型，并
且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作品没有把那个部长标签化，而是写明他也是
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样处理，客观地把不同
意见呈现出来，给读者以认识和判断的空间，也可以让他们更全面、更真实地
了解焦裕禄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波折。

最后我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上，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播谈点认识。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多神仙都是从人转化过来的，比如关羽，也是一
个历史生活中真实的人，后来就转化成庙宇、绘画、小说、戏剧中的神祇形象。
我觉得焦裕禄也是这样一个人，从书中可以看到，在兰考老百姓的心目中，焦
裕禄和焦裕禄精神的化身“焦桐”，就是护佑苍生、扶正祛邪的“神”。穆青他们
写的焦裕禄通讯等新闻报道，电影、电视和各个剧种的《焦裕禄》，包括赵树理
没有写完的上党梆子剧《焦裕禄》，这么多艺术形式，加上老百姓口口相传，使
得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这个形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重要的一部
分，也是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心理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焦裕禄精神继承与传
播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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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
研讨会发言选登

感谢高建国通过这本书，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党性
教育课、一堂人生教育课。我在书中不但重温了焦裕禄的故
事，而且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过的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体会到
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兰考一大批干部的高尚节操，他们都给
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动。我边读边停下来扪心自问，我能做到
吗？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所以说，这本书对我的灵魂、对
我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次洗礼式的净化。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三颗心。
第一颗心，是初心，即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个初心，就是

共产党人的公仆心、赤子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无怨
无悔、无私无畏。这不是写焦裕禄一个人的传记，而是写焦裕
禄精神的传记，因为这部作品塑造的不仅是焦裕禄这一个党
的干部，而是以焦裕禄为主体的一群党的干部的形象。焦裕
禄拖着病体跑遍兰考调研、治理“三害”的呕心沥血，焦裕禄把
人民当父母、喊着爹叫着娘为人民服务的鞠躬尽瘁，都是焦裕
禄精神的基础，是共产党人初心的基础。以穆青、张钦礼等为
代表的干部，为了挖掘焦裕禄精神而大义凛然、挺身而出，可
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私无畏、义薄云天和责任担当。作
者对张钦礼、张申、刘俊生等一群干部的真实书写，从不同层

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对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书写，虽然只是几个片段、几个细节，但都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

第二颗心，是良心，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和中国平
民百姓的民族良心。这个政治良心，一是以焦裕禄等为代表
的党的干部，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政治良心。他们不
掺杂半点私心，不为自己谋任何私利，一身清白地来到这个世
界，又两袖清风地离开这个世界。焦裕禄作为一个县委书记，
把自己的工资都用作访贫问苦，自己连一件棉衣、一件秋衣都
买不起、穿不上，回老家探亲时连路费都没有。这种为人民服
务的政治良心，实在令人为之动容。张钦礼的女儿想参军，他
让孩子把机会让给农家后代，县委给他妻子提职，他从外地回
来恳求县委收回成命，这些情节都让我感动。二是共产党人
实事求是的政治良心。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时那种不畏权
势、据理力争的铮铮铁骨，穆青在宣传焦裕禄时的光明磊落、
上下奔忙，都是实事求是的政治良心的最好写照。

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更是有着本色的民族良心，这体现
在他们对焦裕禄、张钦礼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和敬。焦裕禄、
张钦礼深入人民之中、为人民服务，当百姓们自己吃糠咽
菜，也要把讨来的“百家饭”给他们吃时，我看到了平民百
姓的良心；当焦裕禄埋葬在郑州，兰考百姓悄悄前往哭坟
时，焦裕禄迁葬兰考，数万人迎灵下跪恸哭时，我看到了平
民百姓的良心；当张钦礼即将蒙冤入狱，几万平民百姓汇聚
抗议、设法保护时，当张钦礼在施工现场要被带走，公社党
委书记在工地上给张钦礼洗脚时，我看到了平民百姓的良

心；当宣传焦裕禄遇到强大阻碍、有人昧着良心陷害忠良，
兰考广大干部群众异口同声讲真话、说实话，一致说焦裕禄
是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时，我看到了平民
百姓的良心。这是中国平民百姓的民族良心。中国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人民公仆的政治良心、平民百姓的民族良心，才能走
到今天并如此强大。

第三颗心，是民心。作者用大量的故事和细节，讲述了民
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辱，讲述了民心是最真实的
心，民心是最可靠的心，民心是最伟大的心，深刻地昭示出，谁
为人民而活，他就活在人民心里；谁把人民当父母，人民就尊
敬和爱戴他。人民群众的口碑，就是共产党人的丰碑。书中
通过焦裕禄迁葬兰考和张钦礼灵车还乡时十多万父老挥泪相
迎的场面，展示了一幅震撼而美好的景象，体现了民心向背是
决定兴衰成败的终极力量的历史逻辑。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通篇展示的
这三颗心，带给我巨大的感动和震撼。这三颗心，每一颗都很
宝贵、很有力、很动人，每一颗都需要我们坚守、传承和擦亮。
掩卷沉思时，我会思考自己要怎样面对我的初心和良心，怎样
用自己的初心、良心为人民服务，去符合民心、赢得民心。我
们要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来重温焦裕禄精神，重温党的初心
使命。同时，我也希望专家学者都能够以自己的艺术良心和
文学良知，来宣传和鼓励这部作品，让这部优秀作品得到应有
的肯定和荣誉。这也是另外一种传承焦裕禄精神、向焦裕禄
致敬、向像焦裕禄一样优秀的党的好干部致敬、向伟大而朴素
的兰考人民致敬的方式。

三 颗 心
□彭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