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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称把报告文学写成长信

谈及创作报告文学《张桂梅》的

机缘，李延国介绍，他的老朋友、国

家一级编剧王宝社与张桂梅交往十

多年。王宝社执导的话剧《桂梅老

师》去年在云南和北京的展演引起

了很大反响。这些年，有关张桂梅个

人事迹的新闻报道及网络碎片化的

信息很多，但没有一部正式的传记

文学问世。于是，王宝社向张桂梅推

荐了擅长撰写报告文学的李延国。

“我曾在央视的人物访谈栏目中

得知，重病卧床的张桂梅，在县领导

来慰问时，提出能不能把丧葬费提前

预支给她，她想把这笔钱用在大山里

的孩子们的教育上。”李延国说，张桂

梅这句话震撼了他，他决定去云南看

看张桂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2021 年 4 月，李延国由深圳自

费前往云南丽江，在华坪女子高中

见到了张桂梅。她站在校园里和师

生说话，穿着很朴素，手背上贴满

了止痛胶布，看起来就像一个很平

凡的街道办大妈——这是张桂梅

留给李延国的初次印象。之后，经

过对张桂梅一个多月的采访，经过

和另一作者王秀丽对张桂梅给的

笔记材料作整理，最终写成30万字

的报告文学《张桂梅》。

报告文学《张桂梅》通篇全部

采用第二人称“你”来叙述，这样的

叙事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很少见。李

延国解释，这篇报告文学，这是他

写给张桂梅的长信，用“你”显得更

加亲切，他的目的，是想写一个立

体、多元、接地气的新时代女楷模

形象，不拔高也不神化。

记录女强人情感细腻脆弱的

一面

张桂梅办公室里没有荣誉证

书，她曾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师德

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

代楷模”、“感动中国 2020 年度人

物”、建党百年“七一”勋章等荣誉，

但在张桂梅的办公室里，李延国未

看到一件荣誉证书及奖杯展示。

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李延国记

录张桂梅刚强，敢于碰硬，富有责

任感的一面。“看到有的家庭重男

轻女，不让女生读书，她就去做思

想工作。那个家长竟然很冷血地

说，这女孩不是他亲生的。张桂梅

当即就说自掏钱包，陪他去做亲子

鉴定。一句话堵得那个成天只知道

酗酒的家长自知理亏。”

除了刚强富有责任感，李延国

在报告文学里，还记录了女强人张

桂梅情感细腻又脆弱的一面：1995

年2月24日，张桂梅的丈夫被胃癌

夺去生命。遗体火化后，张桂梅强

忍着悲痛将亡夫的骨灰埋葬在苍

山高高的峰坡上。当时无钱立碑，

张桂梅找到一块苍山之石，并借来

铁錾子和铁锤，为丈夫刻了一座石

碑。李延国特意为此创作了一首长

诗《白头吟》配在这一段悲情故事

下面，来表达张桂梅与亡夫的阴阳

永隔痛苦思念之情。

李延国被张桂梅震撼到号啕

大哭

“比起新闻报道，报告文学的

优势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能够

大篇幅的更加细致地刻画人物心

理活动和思想感情，使得张桂梅这

样一个新闻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

接地气。”李延国坦言。随着对张桂

梅了解的越来越深，李延国受到的

震撼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一次在

小餐馆里吃饭时竟号啕大哭。

如今，华坪女高的办学条件比

以前改善很多，食堂里荤素搭配，

每顿都有五六样菜，可张桂梅每顿

几乎吃着一样的饭菜：一碗不见油

星的清水煮南瓜，一份青菜炒肉

末，半碗白米饭。李延国对此很是

不解。追问之下，张桂梅解释说，

“学生食堂的饭菜是国家有补贴。”

后来李延国才得知，张桂梅的饭菜

是孤儿院的一位阿姨送来的。“难

道儿童福利院的伙食就这样差

吗？”李延国心生疑惑。刨根问底，

最后得知张桂梅从来不吃儿童福

利院的饭菜，是自己掏钱，让这位

孤儿院的阿姨做最便宜的饭菜，并

叮嘱她不要声张。

尽管有严重的腿疾，走楼梯时

只能单腿跨台阶，但张桂梅还是

将自己的办公室及宿舍设在六层

楼的三楼而不是一楼，张桂梅说

住三楼比较方便到各个楼层探

班，及时解决问题。与张桂梅同住

的，还有六名女生。她们基本都是

家里比较贫困，缺乏父母关爱，性

格又特别敏感脆弱需要张桂梅的

特殊照顾。正因为和学生住在一

起，张桂梅敏锐地发现一位女生

写的遗书——写失去奶奶和弟弟

的痛苦，写父亲酗酒母亲有病的

失望，写对前途的迷茫和决绝的

放弃。然后，她立即带着老师，前

往女生家中，见到喝得醉醺醺的

女生的父亲。等他酒醒后，张桂梅

将他女儿的遗书递到他手里，告

诉他，“你自己看吧，你女儿自杀，

死了！”失去才知可贵，亲情被唤

醒，那位父亲号啕大哭起来，边哭

边吼：“娃啊，你要了爸的老命啊

……”就在这时，女生的妈妈从山

上赶回来，跟着一起放声大哭。张

桂梅见“火候”差不多了，才将女

生被及时救下的消息告诉他们。

此后，女生父亲戒了酒，开始悔

过，努力劳动赚钱养家。

（据《北京青年报》）

张桂梅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她扎根于

滇中大山、献身教育事业——2008年华坪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没有食堂、宿舍，也没有

厕所，学生洗衣服，都是到学校后面的灌溉沟

渠。最严重的时候，17名老师有9名提出辞

职，学校的教学工作近乎瘫痪。但张桂梅用贴

满止痛胶布的双手在华坪打通了教育的“最

后一公里”，给大山带来了公平和希望，让两

千多名山区女孩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她们在华坪女子高中茁壮成长，然

后撒向大江南北，成为大国脊梁的组成部分

——女军人、女医生、女教师、女法官、女警

察、女工程师、女技工、女乡村干部……

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张桂梅》近日

出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已加印6次。

6月7日清晨，张桂梅和往常一样，在学生们还熟睡时就提前来到教

学楼，为学生打开楼道的灯。今年是张桂梅连续第12年高考送考。写
给
这
位
校
长
的30
万
字
长
信

《张桂梅》 作者：李延

国、王秀丽 出版：云南出版

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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