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国彦：一个有故事的人
■翟国胜

中等身材， 憨厚朴实， 内敛少
语，平时很少主动与人交谈，总是默
默地伏在电脑前或读或看， 闲暇时
会点上一支烟不声不响地吸上一

阵， 似乎总在思考着什么……这是
孙国彦给人的印象。

一位熟悉孙国彦的朋友告诉

我，别看国彦不显山不露水，他可是
一个有故事的人。 目前，他已在《故
事会》《上海故事 》《民间文学 》等杂
志发表了 100 多篇故事，其中《故事
会》发表的就有 60 多篇 。 2018 年 ，
他还受邀参加了《故事会》杂志社举
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故事创作研
讨会， 并被聘为特邀作者。 为了多
发稿子， 他曾两次用不同名字在同
期《故事会》上双稿齐发。

“传奇”是如何写成的？ 这引发
了我的兴趣，促使我去了解他、解读
他。

孙国彦 1968 年出生在河南省
黄泛区农场，父母都是农场职工，他
是 “场二代 ”。 上学时 ，国彦成绩很
好， 是班里的拔尖生。 上世纪八十
年代， 初中毕业读中专， 早早端上
“铁饭碗 ”，成为国家干部 ，这是当
时许多优等生的第一选择。 国彦也
是这样 。 他 15 岁考上西华师范学
校 ，三年后师范毕业 ，他回到农场 ，
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谈起走上创作之路的动机 ，孙
国彦一脸苦笑 ： “我当时之所以要
写点文章 ，就是希望能被认可 。 那
时候 ，每到学期末 ，市教育教研部
门 都 会 征 集 教 育 教 学 论 文 和 故

事 。 一次 ，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写了一篇不足 500 字的小稿 《请勿
践踏花朵 》，结果因为篇幅太短而
被市教育教研部门拒收 。 我是个
倔脾气 ，不肯轻易放弃 ，于是就将
稿子投到教育界的权威杂志 《人
民教育 》，很快就在 2001 年第 2 期
发表了 。这件事当时在农场学校引
起了轰动 ， 极大提振了我的信心 ，
从此我开始不断写点文章 ， 或记
叙 、或议论 ，也时有作品发表 。 2010
年 ，农场举办 ‘我与黄泛区农场 ’征
文活动 。在众多的稿件中 ，我的 《故
土之恋 》荣获三等奖 ，被收录在 《绿
叶对大树的敬意———‘我与黄泛区
农场 ’征文选 》里 。 ”

谈及真正意义上的故事创作 ，
孙国彦沉思了一下 ，娓娓道来 ：“那
应该是从 2010 年开始的 。 一个很
偶然的机会 ，我从一个学生手中看
到了一本我学生时代常看的 《故事
会》，感到很惊讶。 没想到几十年过
去了 ，这份杂志居然还存在 。 读着
上面的故事 ， 感觉还是那么好玩 、
吸引人 ，并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很
接近 ，很多故事在我们身边都能找
到影子 。 于是 ，我就尝试着写了两
篇投过去 ，但都被退稿了 。 不过让
人温暖的是 ，编辑很负责任 ，在退

稿 信 中 很

认 真 地 说

明 了 退 稿

的 原 因 。
捧读编辑的退稿信 ，我才知道故事
看似简单 ， 其实对作者的构思能
力 、材料组织能力 、语言风格等要
求都很高 。 也是为了挑战自我吧 ，
我不气馁 ，仍不断地投稿 。 正应了
那句老话 ‘天道酬勤 ’，大半年后 ，
我终于在 2011 年第 14 期的 《故事
会 》上发表了一则 600 字左右的幽
默故事 ，题目叫 《浪漫创意 》。 主要
讲一个小伙子想给女朋友一个浪

漫的生日祝福 ，于是在威客网 （一
个花钱打赏请人代劳的网站 ）广
发英雄帖 ， 把女朋友的手机号码
发布到网上 ， 请人给女朋友送生
日祝福 ，每条 2 元 。 创意是不错 ，
结果却事与愿违 ， 女朋友很快就
和他翻脸了 ， 因为她收到的不只
是祝福 ， 还有铺天盖地的骚扰短
信和电话 。 ”

《浪漫创意 》的发表 ，让孙国彦
的信心大增 。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
伏在电脑桌前一写就是几个小时 。
尤其是节假日， 别人都忙着出门寻
找 “诗和远方 ”，孙国彦却在苦思冥
想撰写故事 。 他在杂志上发表的
100 多篇故事，内容可谓五花八门、
古今中外 、山南海北 、大事小情 、家
长里短，但作品基调只有一个，那就
是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传播正
能量。

我问他发表的故事中自己最

满意哪一篇 ， 孙国彦挠了一下头 ，
不好意思地说 ：“哪有最满意的呀 ，
都有遗憾之处 。”停了一会儿 ，他很
真诚地说 ：“说实话 ，我下功夫最大
的是 《爸爸不是坏人 》。故事主要讲
爸爸下岗了 ，一家人生活没有了着
落 。一次 ，爸爸带儿子逛超市 ，他实
在不忍心让懂事的儿子失望 ，背着

儿 子 偷 拿 了

一 包 儿 子 最

喜欢的零食 ，
结 果 被 店 员

发 现 并 报 了

警 。 好在遇上了一个有温度的警
察 。 为了呵护孩子的童心 ，这位警
察假说是爸爸的朋友 ， 把爸爸叫
出去批评教育了一番 ， 了解情况
后饶过了他 ，并且要替他付账 。 十
多年后 ，儿子考入了市公安局 ，爸
爸为了儿子的成长 ， 鼓起勇气讲
了当年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希
望儿子原谅他 ， 做个正直的好警
察 。 但是儿子却清楚地记得当时
的一个情景 ： 自己悄悄塞进口袋
一包零食 ，爸爸心疼之余 ，掏出那
包零食 ，认真地教育他不能偷 。 ”
孙国彦还向我讲述了这篇故事问

世的曲折经历 ：这篇故事寄给 《故
事会 》后 ，责任编辑认为写得不错 ，
但在三审时还是被主编 “毙 ”了 。后
来 ， 《故事会 》和 “榕树下 ”文学网
站联合举办征文比赛 ，孙国彦将这
篇故事又投了过去 ， 居然获了奖 。
再后来 ，《故事会 》要发表部分优秀
作品 ，编辑又联系孙国彦 ，最终发
表了这篇故事 。 说到这里 ，孙国彦
颇有些自负地告诉我 ，在故事作者
圈里有一个惯常的说法———获奖

容易 ，上 《故事会 》难啊 。
目前， 孙国彦在黄泛区农场任

职，主要负责本部门的文字工作，大
多是写计划 、总结 、简报 、消息等 。
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
积极为农场的宣传出力， 是场里多
年的优秀通讯员 。 2020 年 ，全国农
垦系统举办“圆梦小康”主题征文活
动 ，他写的征文 《母亲的退休金 》获
得了一等奖。 “后来，‘学习强国’平
台还推送了我这篇文章呢。我高兴，
一家人也都很高兴。 ”说到这里，孙

国彦情不自禁地笑了。
故事是一种深受读者尤其是青

少年读者欢迎的文学体裁， 上海文
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故事会》历经
几代人就是一个明证。 我请孙国彦
谈谈他心目中 “好故事 ”的标准 ，他
概括了 12 个字 ，即 “听得进 、记得
住、讲得出、传得开”。 具体说，就是
要有精彩的故事情节， 具有一定的
新意，故事发展有出人意料之处，作
品可读性要强，叙述流畅自然，易于
为普通读者接受。

为了心中的 “好故事 ”，孙国彦
十多年来业余时间一直潜心创作 、
默默前行。 我请他谈一下从事故事
创作最深刻的体会， 他说：“要想写
出好作品，必须学会斗智斗勇，和编
辑斗，和读者斗，想方设法把他们往
‘沟里 ’带 ，让他们读到最后才拨云
见日 ，恍然大悟———哦 ，原来如此 ！
当然，能让读者意犹未尽、拍案叫绝
就更好了。 很多作品被‘毙’的原因
就是 ，看似写得不错 ，但四平八稳 、
中规中矩，缺少了一种抽丝剥茧、出
人意料的阅读快感。 譬如有这么一
个段子： 一男子骑电车带着孩子在
路上飞奔， 把孩子颠得眼看要掉下
来。路人见状急忙喊停。男子停下车
回头看孩子， 吃惊地问： 咦！ 孩儿
啊，你妈呢？ 这是会写故事。 如果老
老实实这样写： 一男子骑电车带着
老婆孩子在路上飞奔， 由于跑得太
快，老婆被颠下去了他都没察觉，直
到路人提醒他， 才发现老婆不知什
么时候掉下去了。同样一个故事，如
果写成这样，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要想写好故事， 就不能太 ‘老
实’。 要有包袱，也就是结局要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 ”

听 着 孙 国 彦 颇 有 见 地 的 讲

述 ， 我 脑 海 里 忽 然 蹦 出 了 一 个
词———内秀 ，不由轻轻一笑 。 国彦
貌不惊人 ，表面上看很不显眼 ，但
很有智慧 、有故事 ，他不就是这样
一个内秀的人吗 。 ②8

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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