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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家庭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

应试教育下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导致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轻视劳动、轻视

劳动者的风气。这对青少年的教育非常不利。

事实上，劳动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十分必须。哈佛大学曾对波士顿的

４５６名男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在这些孩

子进入中年的时候，研究人员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管

这些人的智力、家境、种族或受教育的程度如何，也不管他们遇到多少困

难和挫折，从小参加劳动和工作的人，即使只在家里做一些简单家务的人，

生活得要比没有劳动经验的人更充实、更美满。

这表明，劳动使人获得能力，当面对挫折时，更善于以独立的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而一个不会劳动的人，会不断自我萎缩直到失去自我，这样

的孩子是不会幸福的。

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是祖国繁荣富强的希望，因此青少年是否健康

成长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命运如何。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编写了这本 《让青少年知道热爱劳动的故事》，目

的是培养青少年热爱劳动的观念，懂得劳动对于社会、对于自身的价值。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名人故事和寓言故事。名人故事给青少年以学习的榜样，

寓言故事给青少年以哲理的启示。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对故事进行梳理，分为四个部分：劳动创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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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实践出真知、劳动者最快乐和勤奋成就事业。希望青少年朋友们在快

乐中阅读本书，并能从中有所感悟，受到启发。

本书认为 “劳动”应该包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具体可以是日常劳

动、学习活动、实践活动以及物质精神产品生产活动。

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请投入到劳动中来吧！因为劳动使我们的双手

更灵巧，劳动使我们的心灵更纯洁，劳动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劳动使我

们的未来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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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美国 《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作为

一个整体被评为年度人物亚军。《时代周刊》称：２００９年中国经济

顺利实现 “保八”，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

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世界范

围的尊重，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认可诚实劳动

最光荣，通过诚实劳动创造财富也是无可非议的。

高尔基说过：“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

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没有辛勤的劳作，就没有社会财富的积

累。本章通过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了财富，自己动手，

方能丰衣足食。

大禹治水

上古，虞舜做首领的时候，在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

洪水泛滥，犹如脱缰的野马，四处奔腾，淹没了平地，冲毁了房屋

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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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服白茫茫的洪水，人们推荐一个叫鲧的人来指挥治水。

鲧很认真地工作了几年，辛勤劳累，但因没有了解洪水的特性，方法

不对，所以没有取得成效。

鲧死的时候，悲伤地叹道：“没有治服洪水，我死也不甘心啊！”

鲧的儿子叫禹，他了解父亲的遗志，望着痛苦死去的父亲，说：“我不

信治服不了洪水！我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治服洪水，为民造福！”

舜得知禹有决心治水，而且他确实很能干，就对他说：“禹，去吧，带

领人们去战胜洪水！”

禹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总结父亲多年治水的经验，决定废除 “堵”

的办法。那 “堵”的办法是修起土坝，截住洪水，结果水越堵越聚，越聚

越大，最后冲垮了大坝。总之，堵住了这一处，冲坏了另一处。

禹对大家说：“我们除了 ‘堵’，还要 ‘导’，就是疏导，把水想办法引

到大海里去。”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一致赞同：“对呀！就这样干！”

禹率领大家挖沟修渠，把水从高处引向低处，让它们向东方大海的方

向流去。

禹为了百姓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他与无数治水的伙伴一样，穿着

破旧的麻布衣服，干活、流汗，不怕苦和累。

天长日久，他的腿被水泡肿了，腿上的汗毛脱光了，双脚的脚趾泡烂

了，脚趾甲都掉了。

禹有两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都顾不上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

伙伴们劝他说：“禹，回家看看吧！”

禹擦擦脸上的汗水，说：“前面有好多事急着去做，大水无情，耽误不

得，来不及进家了。”

说罢，他回头张望了一下，就带领大家向新的工地走去。

过了几年，禹率领治水的伙伴们又一次路过家乡。

同伴们指着禹的家，说：“禹，这次路过你的家，回去看看妻儿吧。”

还有人提醒说：“禹，你别忘记，你是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的，听说你

的孩子都长大了，至今还没见过父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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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抬头望望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他想了想说： “看，

大雨又来了。治水要紧，我们还是快走吧！”

人们都十分感动，说：“禹，难道你不要家了？”

禹笑了笑，说：“家，我是早晚要回的。那时，是咱们大功告成的

时候！”

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传遍了东西南北。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治服

洪水的决心。

十三年过去了，洪水终于被制服了。

大水退去，田地又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禹说： “乡亲们，大家再接再

厉，重建家园。”

在禹的领导下，人们垦荒耕种，种植树木庄稼，开始了新的生活。

蔡伦改进造纸术

我们伟大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有很多发明创造，

其中的造纸术就是一项著名的科学技术成果。

他是怎样发明的呢？

原来，在远古的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纸。纸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发明的。甲骨上刻着的文

字叫甲骨文。这些甲骨就是最早用来记录文字的工具。与此同时，我们祖

先把文字刻在竹简和木简上。大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在丝织品上写字

画图，成为帛书。两汉时期，我国人民把废丝绵放在水中捣烂，再用帘子

捞起来漏去水分，晾干它，就成了丝绵纸。西汉武帝时，大约离现在两千

一百年前，又发明了用大麻纤维造成的麻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

纸。但是丝绵纸原料少，成本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麻纸由于当时生

产技术上受到很多限制，面积很小，用途也不大。怎样发明一种原料来源

广，价格又便宜的纸呢？东汉和帝时候，管理宫廷用品的尚方令蔡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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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制造成质量较高的纸张。

蔡伦从小到皇宫去当宦官，担任职务较低的小黄门，后来提升为官职

较高的中常侍，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在他做尚方令期间，因为监督制造宝

剑和其他器械，经常和工匠们接触，于是就和他们一起研究改进造纸方法，

用树皮、麻头、破布和废渔网来造纸。他把这些原料铡碎，放在水里浸渍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薄薄地摊在细帘子上，干燥后，帘

子上的薄片就变成纸张了。他造的纸体轻质薄，原料好找，价格便宜，可

以大量生产，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元兴元年 （公元１０５年），蔡伦把这个

重大的成绩报告朝廷，东汉和帝通令全国。从此，他的造纸术很快在全国

推广开来。因为蔡伦曾经当过 “龙亭侯”，人们便把他发明的纸叫做 “蔡

侯纸”。

蔡伦死后八十年的东汉末年，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将蔡伦的造纸术

加以改进，造出来一种厚薄均匀、色彩鲜明的纸，人们称为 “左伯纸”。

中国造纸术大约在公元７世纪首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公元６１０年传入日

本，公元７５１年传到阿拉伯国家。１２世纪中叶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的西班

牙，１７世纪末传到美洲大陆，最后传遍全世界。由于造纸工业的发明，大

大提高了传播科学文化的速度和规模，促进了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世界史中亦所罕见”的张衡

张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他生于东汉后期，也就是公

元７８年。虽出身苦寒，但从小勤奋好学。十岁左右，就写得一手好文章，

誉满乡里。家里人盼他外出伺机做官，他却觉得要紧的是研究学问，便借

去西京长安 （现在的西安）、东京洛阳的机会，拜有学问的人为师，并到政

府办的太学里日夜苦读。张衡花费十年苦功，于二十九岁那年完成了两篇

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品——— 《东京赋》和 《西京赋》。三十四岁那

年，皇帝派人召他到京都做郎中。郎中只是在宫廷里值班当差，比较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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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他既有时间又有条件看到许多不常见的书。他读了西汉末年著名学

者杨雄的 《太玄经》后，对天文和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把智

慧和才能全部用到科学研究上了。恰好就在这时，张衡被调任太史令，主

管观察天象的工作。在这期间，他精心钻研天文学，不仅博览群书，还夜

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观察日月星辰，不多几年，他就记录了２５００多颗恒星

及其运行规律，并把观察和研究的成果，写成了天文名著 《灵宪》。书中使

用了赤道、黄道、南极、北极等地理名词，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了１年应为

３６５．２３天，还科学地解释了日食月食、月亮亏盈的原因等。张衡主张 “浑

天说”，把天比作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把地比作蛋黄，位居天中，这比

当时许多人认为地是平的，天象一个反扣地上的碗的 “盖天说”，无疑要进

步得多。尤其是在一千八百年前，就作出了地圆的论断，更是非常可贵。

张衡根据浑天说的理论，设计并制造了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自动天

文仪器，人们可以从它上面看到星体的出没，与实际天象完全符合。制造

浑天仪时，当地发生过强烈地震，有人认为这是神灵震怒，降灾万民，张

衡挺身而出，勇敢地宣传地震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用仪器预测，并决心

制造一台地动仪。为了解决工艺上的问题，他长途跋涉，向艺匠请教。功

夫不负有心人，公元１３２年，张衡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问世了，这比

欧洲要早一千七百多年。这台地动仪，设计科学，制造精良，灵敏准确。

有一年，甘肃东南部发生地震，跟震中千里之遥的洛阳竟用这台仪器测出，

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

“一个人应该为知识不广博而害羞”，这是张衡经常用来勉励自己刻苦

求知的一句话。的确如此，他对于科学的研究是很广博的。他制造的观测

风向的候风仪，比欧洲的 “候风鸡”早一千多年；他关于圆周率计算的数

值，比印度数学家婆罗笈多早五百多年；他还造出过当时只是在传说中有

过的指南车等。总之，张衡对我国以及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郭沫若曾为解放后重建的张衡墓碑题词：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

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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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巧造赵州桥

接连几天滂沱大雨，把冬春两季干涸的洨河 （在河北省赵县城南）灌

了个饱，猛涨的洪水呼啸翻滚，多少赶路的人叹口气转身走了。只有一个

小伙子，还呆呆地站在雨中。他急着要去看生命垂危的师傅，可偏偏让洨

河给挡住了。等雨停水退赶到城里时，师傅已经离开了人间。小伙子抚摸

着师傅留给自己的几架精致的石桥模型，含泪立志：为百姓造福，在洨河

上造一座石桥。

这个小伙子是我国隋朝的一个石匠，名叫李春。他为了在洨河上架石

桥，决定先摸清洨河的脾气。李春徒步走了半个月，不仅找到了洨河的源

头，还沿途考察了洨河的河床，并访问了以前曾试图在洨河上架桥但都失

败了的石匠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大胆地提出了 “空撞券桥”的设

想 （半圆的桥洞、门洞之类的建筑叫做 “券”，券的两肩叫做 “撞”）。李春

设想在券的两肩造两个小券，而且券都制成小于半圆的一段弧。这种 “空

撞券桥”的设计， “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李春这样的设计是非常

合乎科学原理的。他考虑到：在洪水季节，洨河水位猛涨，流量很大，如

果把桥的撞砌实了，水流不畅，石桥还可能被洪水冲垮，而不把撞砌实，

用四个小券代替，水涨时，一部分水就可从小券往下流，这样，可使水流

通畅，减轻洪水对桥的冲击，保证石桥的安全。按李春的设计造出桥后，

不仅节约了大量石料，还使整个桥身的重量减少了五分之一，桥型也显得

匀称、轻巧和美观。李春的设计表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开始造桥了，李春组织了大批年轻力壮的石匠凿拱石，在每块拱石的

两侧凿出有规则的细密斜纹，使之拼砌后紧密牢固。李春还大胆地废弃习

惯的 “纵联式”砌桥法，采用 “并列式”，就是不把桥洞砌成一个整体，而

是二十八道纵向拱券分开砌造。他为什么不采用比较坚固的纵联式呢？原

来纵联式虽然坚固，但如有一块石头坏了，整个桥洞就会受到牵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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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倒塌，很不容易修补。并列式则相反，一块石头坏了，只不过是一个

窄券坏了，不会牵动全局，修补起来也比较容易。为了使并列式也更加坚

固，李春请来手艺高强的铁匠，锻造 “腰铁”和 “铁拉杆”，把各道窄券的

石块连在一起。

隋朝大业末年，也就是公元６１７年，“安济桥”（一般叫 “赵州桥”）在

洨河上落成了。石桥全长五十多米，宽九米多，中间走车马，两旁走行人，

桥旁的石栏上还有许多精致的雕刻，十分美观。至今，这座桥已经有一千

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现存的最古的一座石拱桥。这种

空撞券桥，在欧洲直到１４世纪才出现，那就是法国太克河上的赛雷桥。赛

雷桥比安济桥晚七百多年，但它不如李春设计的坚固，早已毁坏了。而安

济桥直到解放时虽有损坏之处，车马仍可通行。

如今，安济桥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党和政府组织了各方面的专

家，对它进行了认真查勘和全面修复，还研究了李春的设计，结合现代的

技术条件，运用到建桥和水利工程上。

李春，用他的劳动在我国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毕昇与活字印刷

在闪烁的烛光下，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伏在方桌上，专心致志地在一块

半寸见方的小木块上刻着字。刻刀划破残夜，远处传来了一声鸡鸣。见他

又整整刻了一夜，妻子十分心疼地说：“要再这么下去身子骨非累垮不可。”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要紧。这不，三千个常用字都快刻好了。”刻字

的这个人是我国北宋时的一个普通平民，叫毕昇，后来世界上公认他为活

字印刷的发明家。

三千个常用字刻好后，毕昇带着他来到邻近的万卷堂书坊，雕刻工们

见了这一个个活字，都非常高兴。要是实验成功了，那可比雕版印刷省工

省料多了。大伙热情地帮助毕昇，摆开字盘，调匀印墨，捧来纸张。毕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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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松香放在围有方格的铁框板上加热，待松香慢慢熔化了后，他按部首笔

画照文稿从字盘里拣字，依次把一个个活字放进铁框。排完后从炉火上取

下，冷却的松香把排满的活字紧紧粘接在一起。用过后只要再一加热，便

可拿下活字重新组排。开始印了，可是刚刚印了几十张，发现有的字慢慢

变大了，有的笔画也越来越模糊了，问题出在用来刻字的杉木容易吸水变

形。怎样才能找到既能雕刻又不吸水的材料呢？坐在灶前帮妻子烧火的毕

昇不住地念叨着： “不吸水，还可以刻字……”妻子见他痴呆的样子笑道：

“你呀，都快中邪了，这不就是不吸水的东西吗？”毕昇霍地站起： “啥？”

妻子指指瓦罐：“可就是不能在上面刻字。”一句话提醒了毕昇。他想，先

用泥坯刻字，然后再进窑煅烧，不就可以制成像瓦罐那样不吸水的泥活字

了吗？”

他兴奋得整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到黔首谷窑场去了。他住

进窑工的小棚子，在窑工们的支持下，用胶泥制了十几个半寸见方的刻有

字的 “小土坯”，随着大盆小罐一起进窑煅烧。熄火后，毕昇兴奋地拿出

“泥活字”，虽说一个个乌黑发亮，可有的有小孔，有的有裂缝。“这怎么能

行呢？”毕昇叹了一口气。一个十来岁的小帮工见毕昇为此发愁，从怀里掏

出个小泥猴。毕昇接过一看，小泥猴十分精致，轮廓清楚，线条细腻，一

点缝一个孔都没有。当他得知卖泥制玩具的老人住在离窑场二十里 （约一

万米）外的小山村时，立即动身去寻找。老人被毕昇的诚意所感动，把和

泥、制坯、造窑、掌握火候等一整套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毕昇回到家中，按老人说的，自己搭了一座小窑，请来万卷堂书坊的

雕刻师帮忙。十几天时间刻成了五千多个字块，毕昇亲自点火烧窑，日夜

守候在旁边。一套不吸水、笔画清晰、坚如牛角的泥活字终于制成了。这

回再试印时，一气印了三百多张，都十分清楚。活字印刷成功了！它比欧

洲第一步活字印刷品要早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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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革新棉纺织业

在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黄道婆的名字是值得提到的。我国的丝织

业素来发达，久已闻名于世。但是棉纺织业比较后起，到宋、元间才有大

的发展。在元代，棉花的种植几遍全国，棉纺织技术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

流域广泛传播起来。黄道婆正是在宋、元间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时代出现的

革新家，她的革新活动大有功于棉纺织业。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

织业的中心，这是与黄道婆的革新活动分不开。

黄道婆生卒的确切年月已无从查考。她大约生活在南宋末年，出生于

今上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很小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那时女子只是

会说话的牛马，一个童养媳更是备受歧视和压迫。公婆的虐待，丈夫的打

骂，使她无法生存。有一天，她天不亮就下地，挑灯时才回来，繁重的劳

动使她筋疲力尽，想稍稍喘口气再做饭。可是公婆骂她偷懒，丈夫又劈头

盖脸将她毒打一顿，并锁在柴房里。她摸着身上的累累伤痕、血泪，悲愤

燃烧着她的心。就在这天漆黑的深夜，她在墙上挖了一个洞，逃出虎口，

悄悄溜进了一艘远洋的海船，躲在船舱底。等到海船驶出吴淞口，她才从

舱底爬出。她向船工们诉说自己的悲惨身世，恳求他们救她一条活命，把

她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船工们都很同情她，她便随船漂流到海南岛南端的

崖州。

当时的海南岛，是我国主要产棉区之一。据记载，岛上的黎族，“妇人

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这里所说的 “吉贝”就是棉

花。黎族妇女普遍纺得一手好纱，织得一手好布，织出的床单、幕布精美

异常。

黄道婆只身流落异乡，朴实好客的黎族人民，像对待自己的亲姊妹一

样，热情地接待了她。她愉快地生活在黎族人民之中。黄道婆在家乡虽然

也会纺纱织布，但黎族人民先进的织棉工具和织棉技术，使她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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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剥棉籽是一颗一颗剥的，慢而费力；纺棉花是用 “线弦竹弓”，

“厥功甚艰”。而黎族妇女所用的工具却很轻巧，织出来的布又平又细。黄

道婆是个聪慧的女子，又勤学好问，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黎族人民整套的

操作技术。还学会了织当地的著名产品———崖州被，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

纺织能手。在１２９５～１２９６年间，黄道婆惜别了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黎族

人民，带着黎族妇女使用的踏车、椎弓和棉纺技术返回了家乡。这时，元

王朝已经统治了中国，为了巩固其新生的政权，他们重税盘剥，要江浙一

带每年缴纳十万匹棉布，江南人民如牛负重，苦不堪言。黄道婆带来的先

进技术和工具，真是雪里送炭，人们奔走相告，棉纺织业的一场重大变革

很快在南方兴起。

黄道婆回乡后，一面自织 “崖州被”，一面耐心地向乡亲们传授技术。

据 《辍耕录》记载，她又在吸取黎族人民的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汉族人

民的优良传统技术，经过反复实践，创造出一整套 “擀、弹、纺、织”的

生产工具，对棉纺织工艺也进行了系统改革。

黄道婆勇于学习、勇于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永为世人所赞扬。特

别是她发明的能同时纺三根线的手工机器，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在

那时确实非常了不起的。黄道婆的这项发明比欧洲的 “珍妮机”早了五百

年。人们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在乌泥镇给她修了一座祠堂，叫做 “先棉

祠”。１９５４年４月，上海人民重修了这位杰出的古代纺织技术革新家的墓

地，立了新碑，碑上刻写着她的光辉业绩。

毛泽东的 “责任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

隔断了边区和外界的交通，使边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粉

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发出了 “自力更生”的号召，于是一

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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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警卫班的战士们正在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附近召开生产动员

会。会上，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争当生产模范。这热

烈的气氛惊动了毛泽东，只见他快步从窑洞里走了出来。

“你们在开生产动员会，这很好嘛！”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中间，满面笑

容地说，“党中央号召我们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减轻人民

的负担，我们可要带好这个头！”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环顾着两旁的山坡，充满信心地说：“杨家岭上的

土地足够我们种植瓜果蔬菜了。我们还可以养猪，解决自己的吃肉问题。

假如再能搞一个合作社，那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用发愁了。”说到

这儿，毛泽东爽朗地笑了。

战士们被毛泽东这么一说，仿佛看到了满山满坡菜绿瓜黄的丰收景象，

于是群情更加激奋。大家围在一起，出谋划策，商量怎样开荒种地，怎样

引水浇田，并决定几天以后正式开工。

到了开工那天，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就扛着 头下地了。战士们经过

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口，看到里面灯光仍然亮着，大家都知道主席又熬夜了，

所以谁也不忍心去叫他。大家蹑手蹑脚地从门口走过，生怕打搅了主席，

不料还是被毛泽东听到了。没一会儿工夫，只见毛泽东扛着 头找来了，

他边走边说道：“不是说好了给我一块地吗？我的那份在哪儿呢？”

“主席，您考虑革命大事，非常劳累，这开荒种地的小事就不用参加

了。您的活，我们加把劲就都完成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

“不行！不行！开荒种地是党的号召，我也不应该例外。”

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大家只好在临河不远处给他划出了一亩来地。

毛泽东分到责任田后，对这一 “争”来的土地十分珍惜，只要一空下

来，他就去挖地。战士们发现后，一齐赶来帮忙，毛泽东总是坚持自己完

成。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挖

了叫我挖什么呢？别看我的年纪比你们大，我还敢与你们比一比，看谁的

田种得好！”

此后，毛泽东硬是忙里偷闲，一 头一 头地把地挖好，又垒了一个

小水坝，将河水引到地里。不久，地里便栽上了黄瓜、辣椒和西红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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