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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群小人物的口述历史。
现在，他们就坐在你的面前，对你讲述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故事。
在一行行看似沉默的文字背后，你其实可以听见他们的话语和呼吸，看见他们的衣着和面容，感觉到
他们的泪水与欢笑，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和体温。
本书的出版源自一项起始于十年前的工作。
2000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它的宗旨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
变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
十年时间，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500多个小人物敞开了心扉，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更多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大时代的一滴水，每一颗水滴都有自己的精彩，颗颗水滴聚成淙淙细流，最后汇成波浪翻滚
的大海。
大历史中或许不会记载小人物，但小人物是构成大历史的小细节。
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许勇的亲身经历
。
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
的西行漫记》，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
调查西北农村现状，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为此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
程万里，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倾听·人生”是《杭州日报》打造的重要品牌，十年时间，“倾听·人生”在一个喜新厌旧的快餐
阅读时代，奇迹般地办成了长盛不衰的耐读版面，不仅成为首届浙江新闻名专栏，其作品更多次问鼎
中国新闻奖。
“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化”，不仅是《杭州日报》“权威亲民新型城市党报”办报理念的一
种探索，更是《杭州日报》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的具体体现。
因为唯有贴近实际，才能倾听到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唯有贴近生活，才能触碰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唯有贴近群众，才能感受并传递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刻表现普通人的光辉心灵和坚韧力量。
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触摸大时代的脉搏跳动；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感受大时代的跌宕起伏。
《杭州日报》将继续打造“倾听·人生”品牌，为小人物记史，为小人物立传，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
大时代的变化。
因为“倾听·人生”记录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其实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所有
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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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群小人物的口述历史。
现在，他们就坐在你的面前，对你讲述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故事。
在一行行看似沉默的文字背后，你其实可以听见他们的话语和呼吸，看见他们的衣着和面容，感觉到
他们的泪水与欢笑，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和体温。
    本书时《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的集结，它的宗旨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
时代的变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
十年时间，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500多个小人物敞开了心扉，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更多的小人物。
    本辑为第Ⅰ辑，分为历史印迹、正红旗下、炫梦人生、绝对隐私、灰色地带这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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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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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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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当的是国民党34军44师的兵。
参军不到一个月就和日本人遇上了，在夏县、河津县、秸山县一带，七天和鬼子打了两回。
有一回冬天，晚上，漫天大雪，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我们要设埋伏。
我爬到一户人家的屋顶上，用胳膊将屋顶上厚厚的雪扫开，然后就伏在雪窝里，这样在雪窝里一趴就
是一夜，雪不停地下，人都被雪埋了。
现在，我的腿不能坐炕，盘不起来，走路要拄拐，都是那时落下的。
那一仗我们死了一千多人，团长也被日本人撰了。
我命大，活了下来。
尸体倒在雪地里，横七竖八的，像柴火捆。
我的许多战友在和日本鬼子打仗时死了，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死的。
和日本人打完了，自己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命太大，能活到胜利。
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可不久就又打开了，国共和谈失败，和解放军打。
一次在中条山和解放军打起来了，这会儿不像和日本人打仗时那样拼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当
兵的都不想再打了，都想回家。
在这一仗中，我左手负伤，子弹从虎口钻进去，从掌心穿出来，血管打断了，血直向外喷，堵都堵不
住。
现在这只手残了。
哎，我的命不好，和日本人打仗该挂彩的时候没有挂彩，偏偏和解放军打仗，就挂彩了。
山西解放时，我因为负伤正在医院里住院治疗。
太原被解放军拿下后，我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虽然是俘虏，但是解放军优待俘虏，还是让我在医院里治伤。
这期间，部队里的首长就经常来做我们这些俘虏的思想工作。
这些首长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不像国民党部队里那些当官的。
他们告诉我们，过去虽然加入了反动的队伍，但那也不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事，只要意识到了自己犯下
的罪过，并且能够积极地醒悟过来，改过来，就没事。
他们还给我们分析当前的形势，说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要完了，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还说将来
，将来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可以回家安居乐业。
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改造，伤好后，我加入了解放军，在18兵团60军180师539团。
由于我改造得好，当上了机枪手，不久还做了班长。
我加入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部队在宝鸡举行庆功会，由于我在西北战役中作战勇敢，会上授予
我一枚一等功军功章这之后就去解放西北、西南。
当时陕西和四川还没有解放，我们从宝鸡南下四川，成、阳、剑门关⋯⋯就这样一路打过去。
有时候追击敌人一天要跑一百多公里，边追击边歼灭。
一次攻城作战，国民党军在城墙周围的各个高地都修筑了钢筋水泥碉堡，阵地前面还有两三道八九米
高的陡壁，陡壁上有机枪暗火力点，陡壁前又挖了多道壕沟，各道壕沟之间有暗堡、地雷、铁丝网这
些东西。
守军号称这座城是“铁城”，攻不破的。
一天拂晓，我军发起了进攻，国民党守军在钢筋水泥碉堡里顽抗，子弹雨一样地泼过来，都闪着光，
把天都映红了。
激战两昼夜没有攻下目标，而我们自己人死了很多。
我们班死了一半。
不久，又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次我们改变了打法，但还是有很多人伤亡，我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
起头来。
上面命令要炸掉敌人暗堡，扫除敌人火力点。
连着上去三四个人，都死了，后来我说我上，我是班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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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夹着炸药，贴着地面往前爬，敌人的火力就都朝着我射击，子弹擦着我的耳边头皮嗖嗖地飞，身
边的土被子弹扫得扬起来很高⋯⋯暗堡被炸了，我也负了伤。
1949年10月1日，部队在宝鸡举行庆功会，由于我在西北战役中作战勇敢，会上给我立了一等功一次，
并授予我一枚一等功军功章。
解放完了西北、西南后，又是河南、河北、吉林，一路到了鸭绿江边。
1951年3月份，我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
在朝鲜的那些日子，是我当兵的岁月里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白天就只能躲在树林里的雪地中，敌机在头上飞过来又飞过去的，也不敢
点篝火，一把干粮一把雪。
晚上行军，敌机一个照明弹抛下来，把公路照得雪亮。
我们头上、身上都插着树枝，就赶快卧倒在公路边的树丛里。
照明弹熄掉后，再走，敌机这时会掉转头来再照，再躲。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要到三八线去打，后方战线很长，向前急行军三天，打一仗，再往后撤三天，七天所需的干粮、武器
弹药等所有东西都背在身上。
有一次行军途中，营长把队伍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有个好消息，我们的辎重后援已经从后面往上
送啦。
”一听到这个消息，想到马上就可以吃上东西，穿暖和了，大家就特别兴奋。
可是不久，营长再次集合队伍，对大家说：“我们的辎重车被敌人的飞机炸了。
”一天，部队接到迅速后撤的命令，但还没来得及撤，四周的枪声就像炸了锅一样响起来，那时天还
不亮，我们被包围了。
当时就想这下要吃亏了，但我们并没有害怕。
被敌人包围以后，所有人反而都更勇敢，一次次地把敌人打退下去。
敌人硬攻不上来，就用飞机炸，用大炮朝我们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了一天一夜，死了很多人，最后丢了制高点，而且弹尽粮绝，我们被敌军
炮火压在一个小山沟里，当时又饿又冷，浑身发抖。
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来回飞着，还向下喊话，要我们投降，而我们都清楚坚决不能投降，因为部队的
作战纪律有“绝不当俘虏”这一条。
最后，部队决定趁着天黑向外突围出去。
这突围就像是往枪眼上冲啊，敌人用灯光照着，机枪就这样扫着，人就像是割庄稼那样一倒一片，哪
里突围得出去？
天刚刚一亮，敌人的坦克就轰隆隆往我们沟里碾过来了，挡也挡不住的，眼看就到面前了。
这时我们就分散开往后面的山坡上跑。
当时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跑。
哪里跑得了？
敌人很快就像潮水般围上来了。
我被俘虏了。
那天是5月27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从此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战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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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杭州日报》“倾听·人生”版创办于2000年，本书是其十年来所记载的小人物口述历史的精品结集
。
记得是1999年9、10月份，我和同事李玲芝去了一趟西安。
那时《杭州日报》的专刊和副刊改版需要思路，我们要做日报、下午版两张报纸的专刊和副刊，加起
来每周有二三十个版。
那次考察结束时，我们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回家的机票，闲着无事，就开始商量版面，想名称、想栏目
。
我们一口气想了四五个新版的计划，记在一张便签上，其中一个就是“倾听”。
当时，《北京青年报》安顿的口述实录文学正红。
我们把安顿的书《绝对隐私》拿来看了一下。
这本书里面全部是情感实录，喜欢看它的读者不少，想来原因有三个：第一，社会上对情感的看法正
处于开放后的恐慌期，中国人禁锢了多年的男女情感得到了社会承认，许多人都面临着情感方面的困
惑、诱惑或恐惧，而且男女情感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大众的阅读热点。
第二，这些事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也是现实的真实，它满足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窥视欲。
第三，这种口述实录的形式在报纸上不多见，它像新闻，又像文学，是一种真实的故事，当它以第一
人称出现时，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这种真实感和这种形式，我们很喜欢。
但《杭州日报》是党报，办这样的版面，是否符合我们的报纸定位？
北方人一般性格外向，善于口头表达；而南方人大多比较保守，不会轻易倾诉隐私，他们愿意敞开心
扉吗？
我们分析了浙江人的特点：浙江人草根性强，遇事爱琢磨，喜欢个人奋斗，肯吃苦，做得多，说得少
，但闯世界的本领是中国一流的。
他们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水滴就发芽的类型。
浙江人是有故事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业史、奋斗史。
他们情感细腻，对生活有很强的感受能力。
改革开放后，他们走南闯北，全世界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一定就有浙江人在做生意。
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肯讲，他们的故事一定会很好听。
我们最终决定，要办一个讲个人命运故事的版面。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和别人的一模一样的，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活法。
每个人在看到别样的人生时，一定会有所反思和对照。
活得不如意的，看到有活得比自己更难的人，会有一种心理安慰；活得平淡的，会更珍惜自己的生活
。
每个生命都是一滴水，每滴水中都有太阳。
这个版面的名称是我取的。
我不喜欢用“讲述”这样的名称，觉得“讲述”是一种和读者平等的姿态，而“倾听”是一种比读者
更低的姿态。
党报需要这种姿态。
我们给这个版面定了三条原则：第一，不写“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只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
以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件影响人生的事。
第二，必须是真实的故事，可以把真实姓名隐去，但事实一定要真。
第三，以第一人称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即采用口述实录体。
“倾听·人生”在办了半年之后，出了二十多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评上了杭州市新闻系统的
优秀栏目。
关注它的读者越来越多，来说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些第一人称的讲述，真实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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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吸毒者的口述实录，比专家和医务工作者讲一百遍道理来得有用；一个慰安妇的口述实录，比教
科书更触目惊心。
那种亲身体验的细节，跨生命时间的长度，具有很强的历史感。
更重要的是，每个讲述者的体验，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小人物也可以反映大时代，因为这是一个小人物可以有大作为的时代在当今中国，个人的作用正得到
越来越多的鼓励和认可，当一个农民或者许多个平民可以创造奇迹的时候，中国人的命运已有了极大
的改观。
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奋斗故事，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细节。
他们的创业史，就是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下的地基。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经历，有歌有忧、有喜有泪、有血有肉，关注他们，就是关注当代中国的最底层，
他们的故事无不折射着时代的光点。
“倾听·人生”的宗旨就是把目光放在小人物身上，希望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变化
。
比方说有一篇叫《大三线》的文章，什么叫“大三线”，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因战备需要，将容易受到攻击的沿海沿边的重要工厂陆续内迁，按照“靠山
、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在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另建新厂。
一个1949年参加工作的老技术工人在45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妻别夫，子别母，大批建设者响应政
府号召，从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对优裕的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施工困难、生活艰苦、物
资匮乏之地，他们都是成分好、出身红、技术棒的专业人才。
可是10年、20年、30年后，这些建设者及其家人的人生际遇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没有一份历史记录
可以详细到个人的生活。
一个从“大三线”回到杭州工作的普通技术工人的命运故事，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某一段历史。
记得《大三线》刊登出来之后，有许多人打来电话，满怀感慨地讲述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的有关“
大三线”的故事，久久不能放下话筒。
“倾听·人生”中曾经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的《二次插队》，讲的是一个当年的知青在回城三十
多年后又下乡创业的故事。
这名老三届初中生，当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做知青，到大返城的时候，知青成了工人，十几年后，他又
变成下岗工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走投无路后，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当再也不用为生计奔波，钱多得这辈子用不完的时候，他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萌发了报答乡亲的
念头——他开展了第二次乡村创业。
在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回到城里，顶父母的职，千难万难进了工厂，没想
到在农村贡献了青春，回到厂里贡献了中年，临到最终白发上头时却下了岗。
而一个敢于再次创业、懂得感恩的知青，他的故事引起了多少人的感慨！
要的是典型、真实、历史性强和可读的故事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并不是什么都能拿来做文章，
在选择人物和题材时，我们注重了四性。
第一，选取人物的典型性。
要么是事情典型，要么是经历典型，总之选取的人物一定得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很有代表性的。
比方说我们曾经选择了一个下岗的政工干部，写他下岗后怎么就业。
政工人员，是颇具时代特色的。
这样的同志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地方，在工厂里当政工干部，组织、人事、宣传、办公室，成了“万
金油”干部，最先是动员别人下岗，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为自己是不会下岗的，待轮到自己下
岗，到人才招聘市场拿出自己的政工师证书，一把就被扔了出来。
那个打击大啊！
想想革命了一辈子，最终落到这样的下场，觉得特别受不了。
但下岗的政工师最终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拿出自己的特长——能说会写，当了企业报的主编，当了老
总的助手，最终还是得益于自己的政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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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求职经历和下岗心态比一般人更复杂和可看。
当我们以《政工师》为题写下这篇口述实录的文章时，一个老干部写了很长的信来，讲述他的儿子—
—一个有类似经历的政工干部下岗后，他这个抗战干部差一点就怀疑自己的革命信念的事。
现在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再也不在家骂娘了，他把这篇文章给他的儿子看，鼓励他不要怨天尤人，要
大胆地闯。
第二，选取人物事件的真实性。
这类栏目的生命力在于呈现原汁原味的人生故事。
不仅讲述的事情要真实，而且语言表述也要符合讲述者的身份。
在采写中要尽量隐去记录者的个人观点，绝对不用描述性的语言。
如果编辑有话要说，可以加编者按。
记录者对讲述者的人生故事的选择，就是我们的编辑立场，你选取什么样的材料，把故事的哪一面展
示给读者看，就是你的编辑意图，不需要编辑更多的评论。
一个人的人生之路，走对的、走错的，要真实地告诉读者，相信读者会有分辨能力的，他们会从中看
出各种不同的经验教训，用不着我们在旁边喋喋不休当导师。
读者远比我们聪明，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这一点。
第三，把握好历史性。
要关注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命运，着眼于大历史、大事件背景，在其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要尽可能
地把口述实录这样的栏目办得有历史感。
比如我们选择的一个典型是钟点工。
家政服务行业走过了将近十年的路，很艰难，但越走越好了，在提供社会服务、再就业等方面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有许多下岗女工成了家政业的主力军。
杭州最大的家政公司——三替公司的老总本人就是下岗女工。
然而在选择典型时，我们没有选取这位老总，因为老总不具有代表性，几万个下岗女工中能有几个老
总？
！
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才能和机遇，再说她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了。
我们整整花了半年时间寻找，最终选择的这位讲述者也是从下岗工人变成钟点工的，从开始的偷偷摸
摸怕见人，到后来为了做钟点工和要面子的老公离了婚，最后又因为当钟点工找到相爱的人。
她做钟点工，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拿着闹钟跟在后面，走一步都掐时间的；也有拎了保暖拖鞋让
她一定要换上的。
一个钟点工也许没有多大的新闻性，但她的命运是这个天翻地覆的改革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她反
映了最真切的百姓生活，所以，《钟点工》这篇作品最终得到了中国新闻奖的肯定。
第四，挖掘文章的故事性。
“倾听·人生”毕竟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版面，讲一个人的故事，目的在于对更多的人有所启发。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传奇，这是我们当记者、编辑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到的。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些故事，把它们细细地挖掘出来，尽最大可能展现他们的真实面貌。
这些真实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千万不能把它们剥皮抽筋变成抽象的道理。
也用不着为那些事情加上很多大道理，要相信读者会从中读出他们所需要的人生意义的。
一个时代一定有耀眼的金星，当然应该记载；但支撑这个时代的一定是无数的小人物，关注他们，倾
听他们，把他们刻进时代的华表，是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媒体人的责任。
这些故事背后的支撑者一个能够理解百姓苦楚、能够倾听他人故事的编辑，对于这个栏目很重要。
中国人的命运，无不和时代、和许多的运动连在一起，一个没有阅历的编辑可能在理解这些运动、理
解一个经历过多次社会变革的人生方面有所欠缺。
讲述者把一段伤痛、一段悲情或者最难忘的经历托付与编辑，编辑要承受得起，理解得了，分辨得清
。
一个栏目最终的质量是和编辑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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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副刊的角度来说，编辑的水准决定了版面的水准，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版面。
即使有好的创意，没有好的编辑也不行，但如果有好的编辑，就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版面，而且好的编
辑会令创意更出色。
十年来，“倾听·人生”的编辑，前四年是戎国彭，后六年是莫小米。
戎国彭是一个阅读面很广的资深记者，莫小米是全国知名的作家，他们两人都非常出色。
他们为这个版面竭尽全力，费尽心血：手机24小时开着，聆听每一次长久的讲述、倾诉甚至是哭诉。
十年如一日。
他们是热爱生命且富责任感的人。
他们在一次次的聆听中成为心理治疗师，挽救过许多濒于崩溃的心灵，为民工、代课老师、下岗工人
等等找生活、讨援助。
他们有敏锐而丰富的生活阅读能力，能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故事中寻找真实，在无数个漫长的生
命历程中发掘精彩。
他们推心置腹地与每一位讲述者交流，讲述者得以袒露心怀，把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伴侣的故
事说给我们听。
正因为有了他们尊重历史、珍惜信任的认真态度，才有了这个栏目长久的质量，才有了今天你所看到
的从五百多个故事中精选出来的篇章。
这些文章，基本以报纸原作为主，我们在成书时对个别文章的篇名和内容做了必要的修改，以使其更
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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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人物史记(1)》：运河漂流记，眺马王，发现长城，我在东欧做生意，我和高秀敏的故事，我在美
国当警察，我是蔷薇老妈，我的间隔年，绝对隐私，男妇科医生，当女教师爱上男学生，将婚姻进行
到底，干爹，癣.狱，花壳儿，他对我不感性趣，灰色地带，五刑上将，丢脸，青拳的溃疡，边缘病人
，逃出黑砖窑，走出抑郁。
历史印迹，战俘，我的抗战往事，1945年的归来，台湾老兵，日本孤儿，迁户口，外调，一纸鉴定，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个人的法语，1986的长崎之行，寻找烈士，正红旗下，一九八
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一九四九，渡江第一船，誓徽警戒，镜头留住西藏往事，大使求学
记，党籍，革命妈妈，炫梦人生，寻找佛光，东软煌，二次插队，冯根生做学徒。
说亲经历，看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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