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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梦”。
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清末的仁人志士的“中国梦”是“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在推倒帝制后，中国人的梦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梦”则能有纲领、有步骤地去实现，我们要在建国100周年之际，把中
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
　　一个没有“梦”的民族是不幸的，她没有目标，也就没有奋斗。
一个国家的“梦”必须是由全国民众的梦去组成，脱离了多数民众，国家的“梦”就成了“空中楼阁
”，必然是不能实现的“梦”。
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是以广大民众的梦为根基的。
　　近年，我几次参加了由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前驻法大使）举办的“中国梦和建设和谐社会论坛
”，参加人多是在改革创新时代中由民众中涌现出来的“成功者”。
他们各自的“梦”无一不是与国家的“梦”是密切相接的。
这个论坛找到了“国家梦”的另一层基础或者可称为“精英层”的梦。
可是再往下到更深层、更平凡人的梦是怎样的？
本书作者填写了这个绝不可缺失的空白。
作者采访的都是普通的中国青年，被采访人没有“精英人士”的那份辉煌，但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
—也许更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梦”。
在追梦中，他们有奋斗，奋斗中有得失，有成败、有教训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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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
采访了十三位中国人。
他们都是中国的百姓，普通人。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敬业的老师；有不甘寂寞、要发挥余热的老摄影人；有公益律师；有服务行业
人员；有打工者；有股民；有知识分子；还有记者。
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迥然有别的环境下追寻着自己多彩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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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顿。
《北京青年报》记者。
1995年起从事“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个案调查”。
至今，著有《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系列，包括《绝对隐私》、《回家》、《情证
今生》、《相逢陌生人》‘《绝无禁忌》、《悲欢情缘》。
散文集《动词安顿》、《天堂雨》，小说《欲望碎片》、《焚心之恋》、《因为爱你才害你》均为畅
销书。
根据原著小说《生死劫》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2005年美国翠贝卡国际电影节、2005年印度喀拉拉邦国
际电影节、第五届蒂伯龙国际电影节和第16届亚洲及拉美地区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奖，担任编剧
的电影《我们》获得200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
2007年起进行“一百个中国人的梦”系列采访，至今已出版《一百个中国人的梦》之一、之二中英文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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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归来记：犹在震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活着为了让你的梦更美改变你生活的我的选择无限风光在路上
房子里盛满了悲伤和希望在爱的前提下赎罪一半是柔软，一半是坚强母女接力明星梦命中注定的重逢
为别人就是为自己救姻缘不如爱自己。
“失业”是“事业”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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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归来记：犹在震中　　采访时间：2008年5月27日　　采访地点：　　崔峻，男，41岁，《北京青
年报》摄影记者。
　　只要静下来，就像放电影，所有的画面，拍下来的、没拍下来的，都在我眼前。
它们是流动的，还有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响　　我回来好几天了。
我没再看过电脑里的这些照片。
如果你不要求我按照我的照片拍摄顺序来回忆那些天在灾区的采访经历，我可能还不会去看它们。
我不脆弱，不是不敢看。
要是不敢看，当时就不能拍了。
不能用“不敢”这个词，要说有心理负担，也是不忍心，“不忍”比“不敢”要准确。
你不信去问问那些从灾区回来的摄影记者，感觉应该跟我差不多。
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呢，不用闭上眼睛，只要静下来，就像放电影，所有的画面，拍下来的、没拍
下来的，都在我眼前。
它们是流动的，还有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响，是以前没听见过的、好莱坞灾难电影模拟不了的声音
，不仅是天崩地裂的声音，还有人们呼救、互相呼唤、嚎哭之类的声音，混在一起，那种对人的刺激
，我不会形容。
回来之后总有机会喝酒，哥们儿、同事把这个叫做“接风”也好或者“压惊”也好，坐在人堆里，我
就喝呀。
喝着的时候也走神，走神走回到前面那些没吃没喝的日子。
我就想，我还活着呢，活着回来了，真好!　　然后，就是“可是”。
可是，那么多人死了，就是顷刻之间，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人通知。
人们本来按部就班地生活，该上学的孩子在上学，该上班的人在上班，有的人可能正准备婚礼，也有
女人马上要生孩子，有的老人到了那个时间可能正打个小盹儿⋯⋯忽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非人力
可以抗拒。
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荒谬，真的。
我们小时候都喊过“人定胜天”的口号，可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人是多么弱小和被动。
你说人真的能胜天吗?我这么问，也许是因为我忽然领略了命运中有一些时刻，其实非常令人悲观。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力量，就是能在那些悲观的时刻，给自己找一些理由乐观地活下去。
从灾区回来，我从心里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多和我一样的人，都很幸运，这种幸运是因为能拥
有生命、健康和平安，在这些之外，还能有机会、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找自己爱的人，
这样的人生真奢侈啊。
　　到灾区之前，完全没有对那里的想象，一点儿也没有，也想象不出来。
5月12号我还在拉萨，刚刚结束了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的采访。
我和《北京晚报》的张宏江在5月13号早晨从拉萨赶上了当天唯一一班从成都转飞北京的小飞机，在机
场被人轰着、挤着上去，那感觉就像春运期间赶火车。
　　我没想过回不来这个问题，来不及想，想也没用　　到了成都，我们直奔都江堰。
路上遇见的出租车司机是个56岁的老哥，一听是北京的记者要去灾区采访，就说不收钱了。
可是他也只能把我们带到那儿，不可能继续往汶川走，想走也没戏，没有路，路都断了。
我和张宏江没商量，俩人挺默契，都觉得必须到震中去看看。
别问我是不是想当英雄，当第一个深入震中的记者，我敢说我们俩谁也没想这个，当时的想法特简单
，就是既然来了，就必须去看看，要不干吗来了?当了这么多年记者，这种发现哪儿有事儿就赶紧奔过
去，成了本能，不需要动脑子想。
这么决定了，我们就必须要轻装。
据说要走40公里，才能到汶川县城，不能有太多的行李。
我以前喜欢登山，好多年前玩儿遍了北京的野长城，算是有一点儿野外生存经验。
当时还有没震坏的小铺子开着，我买了几瓶水、方便面，还有一袋盐和一瓶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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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太重要了，脱水的时候，盐能救命，白酒可以驱寒还可以消毒，那边挺冷的，那些日子总是下雨，
我半夜里经常被冻醒，来上一大口白酒，慢慢热乎起来，那感觉跟在北京呼朋引类喝大酒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觉得酒真是好东西!　　还说这位老哥。
他姓黄。
我只知道他姓黄，留下了他的手机号。
我们减轻了装备之后一人剩下一个摄影包，其他东西都留给他了。
给了他名片，说回来给他打电话取行李。
黄老哥说，等你们回来了，请你们吃一顿好的，接风!都江堰挺惨的，好多房子震塌了，我们将要开始
的路是从那儿深入到震中映秀镇，和逃难的人方向正相反。
黄老哥没说他担心，但是后来我明白他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就是但愿你们哥儿俩能活着出来。
所以5月18号我们回到成都之后给他打电话，他乐坏了，才半个小时就赶到我们住的地方，带着我们的
东西，还有水果和烟，他说16号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消息，他到电台广播寻人，寻也是白寻，不可
能找到我们的。
那时候他真以为我们回不来了。
　　我没想过回不来这个问题，来不及想，想也没用。
到了那个时候，只能随遇而安，自我保护是必需的，保护成功不成功，就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既来之，则安之。
张宏江其实比我好，他特冷静，搞艺术出身的，可能一贯就是那样，跟脑子迟钝似的。
人_迟钝，就不容易害怕。
他说他没害怕，我觉得他没说实话，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就我们在路上那一夜，说不害怕肯定是装的。
不过要说害怕，也就是那一夜，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公共信息。
路上遇见的老百姓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特别吓人，加上余震不断，好像不远处就
天崩地裂似的。
　　我们碰见了一些逃出来的人，很惨，有伤员，也有幸存者。
他们都劝我们不要进去，越是这样，我们倒越觉得要赶快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路上遇见了一个杭州人，这个人让我挺感动的。
他是去找老婆和女儿。
他们是来这边玩儿的，在映秀镇有熟人，老婆孩子就过去了，结。
正赶上地震，不知死活，一定要找到。
还有一个自贡的小伙子，在这边打工的，地震的时候正好在外面，现在要过去看看自己的老乡们怎样
了，看看能不能救他们出来。
当时往里走的人几乎没有，我们遇见了，就搭伴走。
还有回家找亲人的几个人。
走到一个山崖边上，走不成了，余震非常厉害，还有大石头从山上落下来。
我们走的路越来越窄，一侧是山，一侧是江。
　　张宏江说要连夜赶路，我说不成，我们的头灯看不了太远，雨下得很大，动不动就从山上往下滚
大石头，听见不远处轰隆隆地响着就是什么又塌了，我说不成，夜路不能走了，砸在半道上，就什么
都干不了了。
跟我们同路的人，这时候也不敢再走了。
　　我们比较幸运，有一辆被抛弃的旅游大巴停在路边上，砸歪歪了，玻璃也碎了，但是停的位置还
不错，距离山脚有20米左右，估计大石头滚下来也砸不着，我们从破了的玻璃窗爬进去，在里面过夜
。
那一夜够闹腾的，路上遇见的这几个人一听见有大动静就爬起来跳车，我和张宏江老老实实在里面坐
着，跳也没用，真跳下去了，也没地方跑。
那一夜很长，有种坐以待毙的感觉，精神高度紧张，所以时间过得特别慢。
　　我们是天亮以后才接着走，这一夜过去了，心里反而有点儿踏实了，好像也适应了。
那时候没看见震后的状况，还不知道这场灾难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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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当记者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举着相机，力不从心，拍不了。
我的物理距离足够近，我不能超越的，是人的感情。
　　我们14号上午到了映秀镇，想继续往汶川县城走根本不可能，没有路了。
到了16号我们才知道，映秀镇就是震中，比汶川县城惨多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规模的救援还没开始，那个地方的惨状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一辈子没见过那么
多尸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们在漩　　口中学的一截断墙外面找到了当地人搭的窝棚，人都不在了，剩下一些破床板，挺大的
，我们开玩笑说找到了“三室一厅”。
　　说起来还在灾区做了“贼”，没办法。
从旅游大巴上离开的时候，我把座椅套都拆下来带走了，还带走了一件满身油泥的破大衣和一件旧夹
克。
当时觉得肯定有用，破衣服也能御寒，万一受伤了，座椅套能当绷带用。
后来我们没吃的，到处找，像乞丐。
张宏江弄来山泉。
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有当地人赶回来救家人的，认识自己家的房子和地，找到了地方，从废墟里往外扒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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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们因为曾经的奋斗、探索和失败而距离我们这些平凡人更近，他们因为还在继续奋斗、探索并
且还有可能失败而让我们这些和他们一样的人更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也更能感同身受
地获得勇气和力量。
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照见自己。
　　——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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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点亮我的生活》讲述百姓平凡而动人的追梦故事，分享各自不同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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