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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出版五部著作，
山村教师点亮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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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山村，

毕业后又回到山村

任教，一边教书育

人，一边搞文学创

作。

沙河市西部深

山里的乡村教师王

延庆在工作之初，

就编写了地方课程

教材，自费出版并

免 费 送 给 学 生 使

用。由于从上学时

就喜欢写作，王延

庆用七年多的时间

创 作 出 版 5 部 作

品，共 130 多万字，

其中有小说、剧本

等多种题材，目前

还有新的作品正在

筹备出版。

全呼学校位于沙河市

西部，是深山区的一所乡村

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一

个平凡而不普通的教师，他

就是王延庆老师。他高高

的个头，戴着一副眼镜，大

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

到沙河市全呼学校任教，多

年来一直扎根山区教育最

前线。

“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

东西，我记得自己写过一篇

《达活泉游记》，后来还在报

纸上发了一个整版。”王延

庆说，所写的文章见报，他

的写作动力更大了。

参加工作后，忙碌之

余，王延庆依然潜心文学创

作。不过这时候的文学作

品，大都是生活和教学的

题材，创作形式也灵活多

样。为了促进教学改革，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开

创“每课一诗”的教学模式，

把初中三年的所有课文，都

用自己编写的古诗文进行

总结，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

古诗文的积极性。该模式

开展的当年，他所教班级的

语文成绩在沙河市名列前

茅。

“用古体诗对每篇课

文总结，既能增加学生对

课文内容的把握和理解，

又 能 培 养 学 生 学 习 古 诗

文的兴趣。”王延庆说，后

来 他 把 自 己 的 教 学 经 验

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

一部作品《师魂》，其中还

收 录 了 沙 河 教 育 战 线 上

多位教师的先进事迹，他

编 写 的 诗 歌 也 被 沙 河 市

教 育 局 教 研 室 整 理 编 辑

成册，在沙河全市推广。

说起自己出版的著作，

王延庆认为，他编写并出版

的那本地方课程，是最让他

耗费心血的一本书。地方

课程是指地方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根据国 家 课 程 政

策，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

础，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

课程观念的指导下，根据

地 方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的

发展水平及对人才的特殊

要求，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

源而开发、设计、实施的课

程。

为了响应国家开办地

方课程的号召，各地纷纷自

编教材进行教学。但由于

没有统一标准，又有经费限

制，各地编出来的地方课程

教材水平参差不齐。王延

庆为此沉下心来，利用三

年多的时间，编写了一本

图 文 并 茂 的 教 材 。 在 学

校 领 导 以 及 教 育 局 的 帮

助 下 ，他 东 奔 西 跑 ，凑 齐

五万多元，终于在正规出

版社出版了。该教材出版

后，他免费发放给学生们使

用。

“我们学校在全呼村，

2009 年暑假期间帮助村里

写村志，触发了我的灵感，

同时我也搜集了很多资料，

后来就出版了《美丽的家乡

全呼村》。”王延庆说，这本

教材至今还在使用。

沙河市西部属太行山

区，抗战时期是抗日根据

地，英雄事迹多有流传。

和许多男孩都有一个

英雄梦一样，王延庆也有自

己崇拜的英雄，他心中的英

雄就是抗日将军范子侠。

范子侠将军在抗战期间曾

经在沙河、武安一带战斗，

目前沙河为其建有衣冠冢，

其英雄事迹在沙河广为流

传。

王延庆说，他崇拜英

雄，他想让英雄的事迹传遍

全国，借此激发全国人民以

及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能尽量还原一个真实

的抗战英雄，他在征得范子

侠后人的同意后，历时 5 年

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几易其

稿，最终出版了《抗日名将

范子侠》一书。

“2015 年，在范子侠将

军的老家江苏省丰县举行

了首发仪式，当地非常重视

这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出

版。”王延庆说，当时正赶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

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

念活动，他的作品又被新华

社评选为主题图书，目前已

销售近十万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博士贾允河在其博文中这

样评述《抗日名将范子侠》

一书：对于在深山教学的作

者来说，在繁忙的教学之

余，能通过实地走访，搜集

整理资料，历经五年时间完

成作品，不得不佩服作者的

决心和勇气……这是一部

真正体现民族抗战精神的

最完美著作。

王延庆出版的几部作品，都是以生

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创作灵感也来源

于生活和教学。《美丽的家乡全呼村》描述

的就是他工作的全呼学校，《师魂》是教学

经验的总结，《抗日名将范子侠》描写了范

子侠将军在沙河的英雄事迹。

其实，王延庆的老家如今也是小有

名气的古村落——沙河王硇村。

王硇村以独具特色的古石楼群而

闻名，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楼一景都是

王延庆所熟悉的。2011年，王延庆根据

王硇村世代传说，运用艺术化的手法，

以清末民初沙河历史名人王树堂的一

生为线索，著就传记体长篇小说《古楼

英豪》，彰显了王硇村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一部 3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即将出版，背景也是王硇村的古石楼

群，同时也兼具悬疑、惊悚，展现沙河近

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王延庆说，这是

他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小说，目前已与

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签约。

谁不想说家乡好，王延庆以独特的笔

触，将王硇村的历史和现状呈现在世人的

面前，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

做好教学工作，不忘文学追求，王

延庆爱好写作，也一直在追逐自己的

文学梦。

“写东西是一件很兴奋也是一件

很枯燥的事。为写新的作品，我暑假

没有回家，自己一个人住在宿舍，灵感

来了就想一气呵成。”王延庆说，他还

正谋划好几个题材的小说，而且已经

写好了提纲。

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剧本，王

延庆都信手拈来。除了已经出版的几

部作品，王延庆还有几部中篇小说在

网上连载。参加工作的这些年，他教

学干得好，还创作了十几部共130多万

字的作品。

“三人行，必有我师。”王延庆一直

践行着这句话，也常对他的学生们讲。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延庆接触到

一位著名编剧。出于好奇心，王延庆

把抗日名将的事迹进行了改编，没想

到初次写剧本就被江苏演义集团看

中，目前已初步达成拍摄意向。

“老人们的故事是最多的，我没事

的时候就找村里的老人聊天，一盒烟、

一盒点心，就能把他们肚子里的故事

‘掏’出来。”王延庆说，他爱写作，因为

写作是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过

程。

爱写作的乡村教师

自编教材，得到推广

为抗战英雄著书立传
让更多人了解他的家乡

追逐自己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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