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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初版于二○○四年，是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启动的一项图书建设工程。
　　丛书初为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
主要收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
文学作品。
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
崇拜和追慕的偶像。
　　丛书受到社会关注和读者欢迎，出版当年即入选中宣部等九部委“知识工程——中华全民读书活
动”推荐书目，多次列入新闻出版总署重点图书选题，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政府采购书
目，成为许多地区农村书屋和各种读书活动的首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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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把孤苦的藏族老阿妈冰冷的脚痛惜地抱在怀里；给了三个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个温暖的
家，并多次卖血抚养他们；下乡调查时马受惊被摔成重伤，昏迷四天四夜醒来后依然忘我地工作；在
没膝深的雪地里一步一挪地为群众送救灾物资⋯⋯这就是孔繁森，他两次援藏，为了藏族人民的幸福
安康呕心沥血⋯⋯最后因车祸以身殉职，倒在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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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五里墩情系故乡点点滴滴的深情辞别亲娘进藏之路岗巴来了“大本部拉”查果拉哨所克己奉公在
聊城的日子那片神性土地的召唤心里装着老人和孩子将军的鼓励给孤儿一个家阿里阿里狮泉河畔大爱
无疆神山顶上的鹰别样亲情阿里雪灾雪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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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东聊城地处鲁西平原，号称“江北水城”，湖中有城，城中有河，河在湖中；湖、河、城融为
一体，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宛如游龙穿城而过。
　　古老而又富饶的鲁西平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里有距今六七千年的龙山文化，还曾孕育了
一大批文人学士和名官重臣。
　　历史上聊城属齐鲁之邦，有“周孔遗风”，人民“知礼谦逊、习俗节俭。
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
”　　在距聊城市大约二十公里的堂邑镇五里墩村，这个有着一百五十六户人家近六百人的小村庄，
宁静而朴实，全村老少都姓孔，他们是孔子的后裔。
　　而曲阜距聊城、菏泽、商丘都不很远。
据史书记载，孔子当年的活动范围大多在黄河下游一带，聊城应当在孔子游历的范围之内，因而孔子
伟大的思想泽被后世，后人获益匪浅。
　　1944年7月，孔繁森出生在五里墩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孔繁森的父亲孔庆会，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靠种地为生。
孔繁森有两个哥哥，排行老三，爹娘习惯叫他“小三儿”。
可是因为家里穷，两个哥哥都没有上过学。
　　孔繁森和两个哥哥脾气性格差不多，忠厚老实，心肠好，所不同的是他比两个哥哥头脑更灵活。
在他年幼时，母亲最喜欢给他讲的故事是：孟母三迁，岳飞精忠报国，苏武牧羊，武训办义学。
　　看到孔繁森从小就聪明懂事，父亲咬牙送孑L繁森进了路庄小学，希望孔繁森能学知识、长本领
、成为有文化的人。
能够进学校读书，这让年幼的孔繁森感到非常的快乐，他在学校里勤奋好学，爱帮助同学；他性格开
朗活泼，总是有说有笑，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不久就成为同龄人中的“孩子王”。
　　孔繁森喜欢唱歌，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他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歌唱二郎
山》：“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
藏。
”西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度过的，这里离京杭大运河只有五百米，夏天孔繁森和
伙伴们在河里游泳，摸鱼捉虾，冬天运河结了冰就在冰上打陀螺，给小伙伴们讲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
。
　　1956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的大，屋顶上、草堆间、田野里、小路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
孔繁森一大早去邻村上学，望着漫天的大雪，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他听爹爹说过，瑞雪兆丰年，明年麦子一定会大丰收的，那样就能为国家交很多很多的公粮，家里也
能有余粮，娘也就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了。
　　他记得，在自己刚上学的那年春天，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了，母亲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刚刚长出
小草的地里搜寻野菜，可是母亲总是像变戏法似的给孔繁森带上一块馒头干，或是带上一个野菜团子
去上学。
　　姐姐告诉他，娘怕他上学饿着，每次吃饭时都是自己少吃些也要给孔繁森留下一点干粮。
他曾向娘发誓说：“娘，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给您端一碗肉。
”　　正想得入神，忽然隐隐约约听到河边有人呼救的声音，孔繁森急忙跑过去，看到本村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奶奶摔倒在河边，身旁还有一个倾倒的木桶。
　　孔繁森知道这个老奶奶没儿没女，经常自己到运河边上打水，村里也有很多人都帮奶奶打过水。
孔繁森赶紧上前想要扶起奶奶，可是奶奶摔得太重了，根本站不起来。
于是孔繁森将奶奶背起，踩着积雪一步一滑，小心翼翼地走了很远的路，把奶奶送到堂邑镇的医院。
　　从此，孔繁森和小伙伴们组织了一个义务小组，每天放学后就去照顾老奶奶，为老奶奶打水，扫
院子，做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
　　1958年，十四岁的孔繁森考入堂邑镇农中，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十几岁的学生一样要和农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孔繁森>>

们天天参加劳动，大炼钢铁，田野里到处是挥汗如雨的人们。
　　在学校里老师讲过爱迪生的故事，他幻想着有一天娘能在明亮的电灯下做针线活，自己学习时也
不会再被煤油灯熏成黑鼻头。
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他想去报考城里的技工学校，去学习电工，学会了就能给娘装上电灯，给爹买
一个能耕地的机器，那样爹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在地里干活了。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爹，爹说好啊，你去试试吧，要是能考上，你就是咱家里最有出息的人了
，到时可别忘了为咱村里争口气，爹等着你光宗耀祖呢。
　　1959年，还没有读完农中的孔繁森考上了聊城地区技工学校电工专业，那一年他才十五岁。
　　就要离开家去城里读书了，娘连夜为孔繁森蒸了一锅干粮。
昏暗的油灯下，娘的背影映在墙上，不停地在晃动。
孔繁森睡不着，他对娘说：“娘，您别忙了，早些歇息吧。
”　　娘说：“等我给你把衣服缝补好了就睡，一个人在外，娘不能照顾你了，多给你准备件换洗的
衣服。
”　　孔繁森的眼眶湿润了，他悄悄地用被蒙住了头。
　　城里晚上可以在灯下看书学习，孔繁森觉得这真是太幸福了。
他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早日让家乡的亲人们也能在漆黑的夜里坐在明亮的电灯下。
他每天第一个坐在教室里学习，夜晚同学们都睡了，他却躺在被窝里继续看书，同学们都羡慕他精力
充沛。
　　老师却常常对他说：“繁森，别太累了，要注意身体。
”孔繁森却说：“没事，俺身体好，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俺要早点学成了，为俺村里装电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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