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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正在乌克兰拍摄纪念切尔诺贝利20周年的专题片，收到老朋友，新华
社资深记者刘洪老弟的电邮，说他正准备写一本记述他多年来深入新闻一线采访的书，让我为此也写
点东西，虽然我公务在身，但得知刘洪出书，自然为之雀跃，也欣欣然坐到计算机前，为老朋友做些
义不容辞的旁事。
　　我和刘贤弟首次相识，是在2001年12月19日。
记得那天我们几个来自中国的记者，与中国外交部赴阿富汗工作组的官员一起，搭乘联合国的专机，
前往动荡不安的阿富汗进行采访。
在以后的十多天采访中，我们朝夕相处，一起睡地板，一起抵风寒，一起见证久违了的中国国旗重新
飘扬在阿富汗上空，一起参加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大会，一起追访新政府的部长官员，一起深入被战
火摧毁的原国防部大楼、原喀布尔电影制片厂，还有机场、报社、学校⋯⋯虽然此景已过去多年，但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还是那么亲切生动。
　　说实在的，刘洪给我的外表印象很简单：个头不算太高，体型略显单薄，戴深度眼镜，很书生气
，说话语调平和，带南方口音，急起来更是南腔北调。
他做事总是不紧不慢，但只要是做了，就会干净利落，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仁兄吃东西太过挑剔，不
吃羊肉，鸡肉勉强，任何带“异味”的当地食物，别说尝尝，他连看也懒得看，这在阿富汗简直就是
活受罪。
于是乎，为了保住他的体力，我发明了“大馕汤”（就是西红柿加鸡蛋煮馕），既可抵御风寒，也可
维系刘贤弟不至饿倒异乡。
　　生活细节不必讲的太多，我想在他的书里，一定会有更详细的情节，更生动的描绘。
　　我们第二次相会，是在2002年9月中，那次我和阮次山先生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采访，原计划
采访阿拉法特，但因阿拉法特办公地拉姆安拉突然遭以军包围，结果采访流产，在我们几次试图闯关
的过程中，刘洪都在现场，而且他本人也为新华社发了几条有关拉姆安拉情势的新闻。
那次相见，虽然我们还是身处险境，但依然执着，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了，友谊
也更牢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各自仍在不同的地方为新闻事业辛辛劳作，虽说无缘再见面，但互通电邮
从未间断。
记得我在2004年夏出海拍摄“凤凰号下西洋”时，刘洪特别发来电邮，嘱咐我万事小心，安全为上，
身陷茫茫大海之中，看到老朋友充满关爱的短短邮言，已让我泪水任淌，违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
那句老话。
　　老朋友又要出新书了，这是他对自己先前工作经历的小结。
我相信，这本书，无论是对新闻工作者也好，还是普通读者也好，都将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不说作者
的传奇经历，只看那字里行间吐露的真情，已经受益匪浅了。
　　刘洪，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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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年轻的中国记者，瞒着家人，签下“生死协议”，深入战乱腹地，在险象环生的异国他乡；
在急难险重的新闻现场；在一场因本·拉登而爆发的战争战乱地区开始了凶险丛生的战地采访。
　　迭经战乱的阿富汗——世界（事件）的焦点，地雷丛生、满目疮痍、冲突四伏。
爆炸、流血、苦难⋯⋯超乎想象！
抵前，已有8位外国记者不幸遇难。
　　36日，超人胆识，战火磨砺，出生入死，职业、毅力、生命的坚守，完成从稚嫩到成熟的战地报
道转换；　　36日，探索、革新、挑战固有的“新华”文体，快讯、详讯、特写、内参⋯⋯日书六千
余字的苦行；　　36日，快速反应，灵活应对，勇猛果敢，超美联、路透，抢发世界第一时效新闻。
　　“如果一个记者将他的五官和心智完全打开，将敏感神经触角充分延伸，我们得到的就是真实而
鲜活的新闻报道。
”这是一个中国新闻记者迅速成长的真实经历，也是中国记者的一本实用提速“教科书”。
　　《战地36天：中国记者亲历战乱地区特别报道》用青春和生命写就，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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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洪，新华社国际部记者，江苏籍，毕业于南京大学，一介书生，性情中人。
　　“9·11”事件后，是最早一批赴喀布尔采访的中国记者，也是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动乱中，最早
到达现场的中国记者。
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世界战乱地区采访。
数十篇战地报道被评为各级好稿，多篇英文现场报道时效世界第一，超过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性大
通讯社。
　　阿富汗的36日，是其记者生涯的真正开始。
经历战火的磨砺和考验，又赴耶路撒冷常驻。
两年多时间，迅速成长为新华社名记者和中东问题专家。
现为中国常驻华盛顿记者。
　　编辑出版有《和沙龙做邻居》《穿越炮火的眼睛》《科索沃战火特快传真》《中国不可欺》《世
纪大盘点》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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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爆炸中，我进入喀布尔2001年12月19日 星期三 晴美国空军基地，我发出第一条战地报道震耳欲
聋的爆炸声，突然从我身后响起冰冷水泥地上，同闾丘“共枕”一晚2001年12月20日 星期四 晴地雷旁
的一个脚印，好像是我的喀布尔，飘扬了8年的中国国旗2001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晴美国陆战队把门，
我看到了喀布尔的第一个地堡游击队员抡起枪托，驱赶我们不知趣的记者2001年12月22日 星期六 阴军
阀杜斯塔姆从我身旁走过，枭雄之气扑面而来老游击队员展示的皮带——从苏军尸体上扒下的战利品
在我周围，潜伏了三个塔利班感谢联合国飞机，我们躲过美军的轰炸2001年12月23日 星期日 晴阿富汗
的成吉思汗后裔，寻求中国支持总统府里，我用机枪“瞄准”远处的卡尔扎伊张敏感叹：中国外交官
差点闹出国际大笑话第二章 塔利班，罪恶2001年12月25日 星期二 晴老郑情绪失控，朝游击队员咆哮：
“有种你就冲我开枪！
”我认识的半岛台女记者，抢问题功夫真是一流2001年12月26日 星期三 晴塔利班的罪恶，让人发指，
我气极而泣2001年12月27日 星期四 晴品尝中国野战干粮，味道不一般阿富汗女人，何时能掀起你的罩
袍来小贩告诉我，阿富汗女性的服装枷锁，原料还是韩国制造想不到，20年前，阿富汗女孩也可以穿
超短裙2001年12月28日 星期五 晴我们有点过度紧张了，新华社和凤凰台内部都出现争吵为避免麻烦，
我将“本·拉登”丢在白沙瓦一个肮脏角落我传回一张不甚成功的照片，填补了新华历史空白2001
年12月30日 星期日 晴给养出现短缺，新华社要求我继续坚守我要“FIRE”我的小翻译写下从业生涯第
一篇随笔，为被压弯的孩子脊背感叹2002年1月1日 星期二 晴我走进中亚最伟大君主的墓地，这里已是
雷区2002年1月2日 星期三 晴宵禁后我还外出抢新闻，后悔行动真太冒失了2002年1月3日 星期四 晴新华
社的工作，真不是人干的第三章 废墟中，等待黎明2002年1月4日 星期五 晴“叼羊”比赛背后，游击队
和国际维和部队在暗中较量英国军官突然掏出手枪，枪口顶住我脑壳2002年1月5日星期六晴背柴火的
小女孩，她能在天黑前到家吗2002年1月6日 星期日 晴前苏联大使馆成了难民营，俄外交官只能租民
宅2002年1月7日 星期一 晴去北方联盟老巢，当年抗苏战争最激烈的战场我看到了中国援建的水利工程
，周围到处是地雷2002年1月8日 星期二 晴阿富汗歌手唱道：我亲爱的，不要告诉我你已经衰老，亲爱
的你要知道，美酒都是时间愈久愈芬芳醇厚2002年1月9日 星期三 晴喀布尔夜幕真美，犹如“少女乌发
长垂”2002年1月12日 星期六 阴雨外交官推荐我去看的佛教文物，都已被塔利班砸毁第四章 我，“元
老”记者2002年1月13日 星期日 小雪国际红十字会私下批评美国虐俘，但不准我们记录，更不准报道
海事卫星电话突然坏了，我和国内失去联系2002年1月16日 星期三 多云日本记者称，中国对阿富汗外
交取得重大突破我买的一箱纯净水，被怀疑成恐怖炸弹2002年1月17日 星期四 晴鲍威尔来了，我抢到
世界第一的新闻卡尔扎伊说，中国人就是显得年轻，我已是糟老头了2002年1月18日 星期五 晴土匪将
枪口瞄准我们，我对司机说：“赶快掉头，逃。
”2002年1月19日 星期六 阴这样的采访，对自己是一种折磨，真不想干了2002年1月20日 星期日 晴张敏
告诉我秘密：看守使馆的阿富汗“功臣”，实际是“监守自盗”2002年1月22日 星期二 晴这里的中国
插座质量实在太糟糕，丢人一直丢到阿富汗日本记者最大的失望，这是个唯一没中餐馆的国家2002年1
月24日星期四晴别了，阿富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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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人生最大一次危险，已开始向我逼近。
我虽然有些下意识的恐惧，但仍一无所知。
　　根据和新华社总社的协调，今天将发回中国外交官视察使馆的新闻，我和梁昊除了撰写中英文的
消息外，我另外还要写一个特写。
中国外交官升起8年来在阿富汗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意义重大。
　　“国际新闻国内化”，是许多媒体心照不宣的报道重点。
对国內读者来说，国际新闻中最抢眼的永远是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好了涉外新闻、华人新闻、台
湾问题，一张报纸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烫金门牌还在。
使馆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阿富汗门卫早已守候在这里，将外交官领进这片久违的中国土地。
　　8年后，中国人终于回来了。
8年后，阿富汗又换了一个世界。
　　或许是“近乡情更怯”，张敏很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他一个人向前踱了几步，然后回头朝我们
一挥手说：“我带大家一起看看使馆吧。
”　　张敏告诉我，他领衔的外交部工作小组，此次到喀布尔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代表中国政府参
加卡尔扎伊的新阿富汗政府成立仪式：二是视察使馆的破旧情况，然后制定修缮措施，提供给国内决
策部门。
　　“（外交）部里面希望能尽快恢复在喀布尔的活动，我们要加强和阿富汗新政府的联系，维护中
国的地缘利益。
你也清楚，很多东突恐怖分子还潜伏在这里。
”张敏说。
　　使馆是一个国家的门面。
中国驻喀布尔使馆，绝对不输于中国人在阿富汗民众中的良好形象。
使馆位置绝佳，位于喀布尔市中心，左边隔着一道围墙，就是阿富汗总统府。
走进使馆内部，掉满松球的草坪，篮球场，松柏林，小石路，还有正面的中国园林假山，山上还塑着
一只昂首的中国仙鹤，非常大气。
　　张敏说，使馆有一万多平方米，在外国驻阿富汗使馆中，也是距市中心最近的一个。
　　但我真还没有看过有这样破旧的使馆。
　　在阿富汗20年的内战中，市中心和总统府是冲突爆发集中之地。
前苏联从阿富汗撤离后，游击队战士攻进喀布尔城，激烈的战斗不可避免殃及这块中国的领土。
　　使馆三幢主楼，没有一幢不伤痕累累。
楼房墙壁上，随处可见枪弹留下的印记。
弹痕或深或浅，从中可以窥视当年战斗的激烈和子弹的密集。
我抚摸着弹痕，用手指比划着大小，小者如指头，大者可能超过了一个手掌。
　　被破坏最严重的是使馆临街的商务楼，千疮百孔、体无完肤。
张敏说，商务楼一楼是原来的使馆食堂，但我们近前观瞧，无门，无窗，无玻璃，甚至已找不到窗台
和门框的痕迹。
　　最动人心魄的是二楼的山墙，一个巨大的窟窿，不规則，略呈圆形，一看就是炮弹轰炸的痕迹。
　　“这是1992年内战时打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和当地人进行一个商务谈判，就突然看到炮弹穿墙
而过。
”张敏回忆，“我们被震得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　　顺着张敏的手势，我们看到，与山墙平行的房屋另一侧墙壁上，有一个半圆的缺口。
当年的炸弹就是先穿透山墙，然后又打坏了这堵墙，最后落到了地面。
　　已是满头白发、口中也没几颗牙的门卫阿齐兹·乌拉说，据他估计，在那几年内战中，至少有500
枚火箭和炸弹落到了中国使馆，子弹更不计其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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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喀布尔的，是当年拼死抵抗前苏联的游击队战士。
前苏联撤离后，草莽英雄们随即陷入内讧，为争夺政权大打出手。
直到最后塔利班兴起，将这些游击队驱逐到北部山区，喀布尔的战乱才暂时平息。
　　客观地说，正是游击队大开杀戮，伤透了民心，才使奉行极端思想的塔利班能以“安定”口号，
登高一呼轻松取得政权。
　　我们走过喀布尔的大街，没有一幢楼房上没有枪眼。
二次大战后，德国德累斯顿一片焦土，现在的喀布尔，不折不扣是又一个德累斯顿。
　　中国大使馆自然无法避免池鱼之殃。
三栋办公楼一层的门窗外，都是堆积至一人高的沙袋，这是当年防止流弹的屏障。
　　“沙袋没有办法堆到二三层楼那么高，因此，当时我们使馆工作人员都撤离到一楼，大家晚上都
不忙开灯，走路也非常小心，因为动静稍微一大，就有可能遭到袭击。
”张敏向我们解说。
　　1993年，鉴于形势的严峻，中国政府终于下令，所有外交官立刻撤离喀布尔。
可能当时认为事件比较“敏感”，新华社的报道相当淡化，没有从喀布尔或伊斯兰堡发新闻报道。
我在查找当年的背景资料时，只找到新华社以北京电头于当年2月21日发的一篇电讯稿，只有一句话：
　　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是否已撤回驻阿富汗使馆的工作人员的问题时说，由于安全原因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决定于今天暂时撤离喀布尔。
　　（四）　　生锈的钥匙，几乎已无可解之锁，拂去门口厚厚的蜘蛛网，我们紧跟张敏的脚步，进
入黑暗的办公楼。
　　里面一片凌乱，东西散落得到处都是。
在一个房间，保险柜被推翻在一边，保险柜门已被撬得犬牙交错。
一些几十年前的老式空白护照本，被丢在一边，尘土满覆，但却完好无损。
　　“我们当时走的时候，一切都收拾得很整齐，重要的机密文件都处理掉了，保险柜里主要是一些
中国的工艺品礼品，没想到就这样都没有了。
”张敏感到非常惋惜。
　　65岁的阿齐兹·乌拉说，当年游击队攻进喀布尔后，许多士兵到处打劫，“虽然我们竭力阻拦，
但一些士兵还是闯了进来，他们还打死了我们看门的一条大狗，我们也实在没办法。
”　　他说，他们刚开始还试图保持花园，但火箭随后炸掉了整个花圃。
　　“我们接着继续种花，用中国的，伊朗的，巴基斯坦的，也有我们阿富汗自己的花种，但花种后
来没有了，当又一枚火箭毁掉了我们的水龙软管后，我们便不再尝试了。
”他说。
　　这里的中国使馆，挺过了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艰难岁月，但最终没有熬过游击队进攻喀布尔时的
烽烟。
塔利班上台后，其极端原教旨主义统治方式被世界各国拒绝，中国也拒绝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使馆，成了总统府旁边一块废地。
　　但3个门卫还继续上班。
乌拉说，他们就睡在警卫室，每个人3天回一次家。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也每隔半年通过联系人，付给他们工资。
　　楼房里，已不可能有电，灯泡也早已找不到，很暗。
我们大家朝前走，外面的阳光借助敞开的楼道门射进来，相对比较亮。
　　我快步朝外走，走在我身边的凤凰电视台郑浩突然一把拉住我，说：“当心，前面有一个地雷。
”　　我以为他开玩笑，中国大使馆有地雷？
就仿佛说美国人已经输给了塔利班。
谁会相信？
　　当我低下头来，留神一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果真是一个地雷（也有人说是手雷）！
反正是个雷，以前都没见过。
现在就在我脚跟旁，黑黝黝，但却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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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们前面的动静，张敏他们也立刻围过来。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一刹那间，仿佛周围空气凝固了。
我可以感觉到大家心里的紧张。
　　要知道，就在地雷上方，是一块黑板，上面还有当时外交官撤退时的具体安排的记录：几点集中
，几点上车，几点到伊斯兰堡，每一步都由谁负责⋯⋯　　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摄影记者王毓国
拍照，我作为文字记者，还长时间在这里抄写着具体的步骤安排，以备文章中使用。
当时我还想：中国外交官撤离时有条不紊，这个细节确实值得一提！
　　可能几分钟前朝里走时，里面光线太暗，当时大家没有发现这地上的凶险。
值得万分庆幸的是，竟然谁也没有碰到这颗地雷。
如果当时要碰到了，后果真难以设想⋯⋯　　地雷旁边有多个脚印，最近的一个，离地雷也就几个公
分，好像是我的。
太悬了，今天真是死亡路上走一遭。
　　我和郑浩强自镇定，还关照王毓国小心翼翼先绕到前面去，给在前面开路的我们俩与这个地雷合
张影。
　　凤凰卫视摄像魏永林是军转干部，一米八的个子，他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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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一个记者将他的五官和心智完全打开，将敏感神经触角充分延伸，我们得到的就是真实而鲜
活的新闻报道。
　　作为中国最高规格新闻机构记者，我们可以从刘洪的叙述中触摸到新华社生产新闻的流程，我们
还可以看到刘洪为变通改进“新华体”所做的努力和尝试，这种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的受众。
　　——英国广播公司（BBC） 陈庄　　记者生涯很多时候不由自己，新闻事件决定了我们的一段生
活轨迹，我想我的这位年轻的同行，现在已是深深体会，并乐在其中了。
　　作为一个和刘洪一起在阿富汗呆过的同行，我还要说，我佩服那些默默工作的平面媒体的同行。
　　——凤凰卫视 闾丘露薇　　刘洪不但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机遇，更有超越他年龄的才华，还有比
他生理年龄更老到的政治思考能力。
这些元素有机地组合起来，会使他的作品产生独特的价值。
　　——博联社CEO 马晓霖　　我相信，这本书，无论是对新闻工作者也好，还是普通读者也好，都
将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不说作者的传奇经历，只看那字里行间吐露的真情，已经受益匪浅了。
　　——凤凰卫视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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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卡帕记者丛。
瘦削的白色小飞机在半空中颠簸飞行，隆隆的马达声震动着我的耳鼓。
从喀喇昆仑山脉伸过来的兴都库山脉，雪峰肃立，犹如一把把利剑，从我眼前掠过。
远处山坳里，可看到三两处人家。
景色空旷，宁静而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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