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原之路-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原之路-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2006卷>>

13位ISBN编号：9787549606085

10位ISBN编号：754960608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文汇出版社

作者：桂国强　主编

页数：295

字数：2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原之路-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

前言

　　21世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纪。
尽管这个世纪至今仅仅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但在与人类朝夕相处的地球上，却已经发生了诸多惊天
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令世界格局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给全世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
对于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而言，21世纪无疑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和困难共现的世纪——这已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
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正式加入WTO，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国际
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青藏铁路顺利开通，“西气东输”工程全线推进，高
速铁路亦成功运行，国家建设硕果累累；中国高度重视科学发展，包括航天科技、农业科技、石油勘
探等在内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农业税费制度改革进
一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力推行，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的两岸关系有所突破，
厦门金门实现直航，两岸春节包机适时通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更加便捷，两岸“大三通”已然实现
⋯⋯勤劳而智慧的中国人准确把握机遇，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当然，在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数年里，中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遭遇了不少困难。
譬如：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及这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给
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2011年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出现的大面积干旱⋯⋯
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食品造假、海峡那边陈水扁的“台独”闹剧等等，凡此种种，都给中国的前进
之路带来了挑战。
成就也好，挑战也罢，时至今日，都已在新世纪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显现出来。
这些事件，有些已经成为历史，有些却还在延续。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后人，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现实是当下的存在，研究它可以积累经
验，帮助我们寻找到人类发展的正确路径——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已经过去的或仍在延续的事
件以及与这些事件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用一种最为世人接受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为今天和明天
留下一份可供借鉴与启迪的珍贵资料。
我们之所以选择纪实文学作为承担“记录”重任的文字形式，是因为这种文体乃涉猎文学和新闻两大
领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是兼具新闻真实和历史真实品格的艺术真实，它在很多方面弥补了现实
新闻报道无法反映的空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于它能比一般的新闻报道更深地切入
现实、切入人心、全景式地反映变革过程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更能凸显
其无可争辩的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蓬勃发展。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多边交往的频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为纪实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
作素材，激发了纪实文学作家和各类媒体记者的创作热情，从而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展示波澜壮阔历史
画面、描绘跌宕起伏现实场景的精品力作，为反映中国的现实、记录中国的历史、繁荣中国的文学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新世纪以来（自2000年开始）中国优秀纪实文学的精选、精编本。
入选的文章中，有的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有的获得鲁迅文学奖，有的则荣获了各种类别的年度新闻
奖⋯⋯由于诸多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会经历一定的时间，有些还会延续几年甚至更长；从创作规律来
说，一篇成功纪实文学作品的采访、创作和发表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很难保证当年的文章能与当年的
事件完全同步。
因此，在对文章的选择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反映该年度的重要事件及其相关人物，至于其具体
的发表时间，则应当服从于事件和人物。
我们计划一年精编一本，每本都能比较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该年度中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与之
相关的重要人物，从而能凸显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我们同时又希望，书中所精选的纪实文学作品能给
予读者朋友有益的启迪和思考，充分享受阅读的愉悦，从而真正领略纪实文学的艺术魅力。
迈着稳健而充满活力的步伐，向着明确而富有挑战的目标，中国依然在前进，中国的大地上依然在发
生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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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文字记录中国、展示中国，依然是我们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我们将不辱使命，勤奋工作，努力选编好一年一度的《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为广大读者奉献
上兼具史料和文学双重价值的精神产品。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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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重要事件与人物：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天堑变通途；一个“馒头”引发的风暴席卷整个网
络；易中天登上《百家讲坛》，一举成为“学术超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开启了“中国高考制度
改革的破冰之旅”，歌手丛飞的善举感动了无数人⋯⋯
《高原之路(2006卷)》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该年度中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
，从而凸显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书中所精选的纪实文学作品能给予读者朋友有益的启迪和思考，充分
享受阅读的愉悦，从而真正领略纪实文学的艺术魅力。
本书由作家桂国强主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原之路-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

书籍目录

总序
2006年纪实文学概述
天堑变通途
一个“馒头”引发的风暴
闪电基地——七台河，一座冰雪聪明的城市
天使在作战
易中天：公鸡中的战斗机
2006韩寒白烨笔战始末：起于网络无疾而终
中国博客与中国博主
汉语，我们回家的路
T70次列车沙尘暴惊魂记
复旦开门——中国高考的破冰之旅
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南洋”崩溃始末
中国民办教师
让泪水作证——丛飞的178个孩子
雪豹突击队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原之路-21世纪中国纪实文学大系->>

章节摘录

　　在二十局集团竞争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长的大会上，况成明在竞选演说中引用了古希腊物理学家阿
基米德的一句话：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
这个支点，也许在这支队伍的三上青藏线、二上风火山的14年高原实践中早已显现，只是由于时代与
大环境的局限，使得这个支点还处于时隐时现的蒙咙之中。
那条躺在风火山上已经几十年的500米的铁路路基实验段，不正见证着这个支点吗？
还有这支队伍作为“两弹一星的开路先锋”的罕见的经历，不也在将这个支点作为一种传统深深地根
植于这支队伍之中吗？
1958年2月，铁十师挥师北上，驻防甘肃省酒泉地区，在荒无人烟、飞沙走石的大漠里，为酒泉卫星发
射基地修建清绿军事专用线。
1962年12月，还是这支部队，先后开赴青海省湟源、海晏两县，为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修建二二一
厂铁路专用线，到1964年9月胜利完成任务。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支“两弹一星的开路先锋”。
当多年冻土作为世界级技术难题而成为青藏铁路的最大拦路虎时，又是这支队伍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
和70年代两上风火山，与铁一院、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分院等科研单位
配合，致力于冻土的试验与研究。
这种研究，除了冰川冻土给施工带来的科研难题，同时还包括建设人员在高原缺氧条件下的肌体承受
能力的研究。
他们不仅投入智力，还要投入身体亲自参与科学实验，这也就让他们与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建立起骨肉
般的情谊——这一切，更将这一支点牢牢地扎根在这支队伍的血液之中。
站到风火山青藏铁路试验段上，70年代曾经参加过试验段建设的党委书记周玉成浑身热血沸腾了。
他甩脱上衣，迎着零下刺骨的寒风，让稀疏的华发在零乱的雪花中飘舞，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涌出。
终于要离开了，车子又走在西去拉萨的路上。
前边就是让世界震惊也让中国人自豪的风火山隧道了，这位心脏中已经安了五个支架的老兵，突然以
充沛的底气说：“这次风火山之战，我们大获全胜的支点就是科学，科研，科学技术。
如果说四上青藏线是一次长达半个世纪的接力赛的话，那么我们！
在这四个赛段上要数这个第四棒跑得最漂亮，得力的就是科学技术，就是我们的老师和战友的科学家
们。
这既有时代进步的原因，也有我们这支队伍几十年间所形成的亲近科学、学习科学、实践科学、发展
科学的传统的因素。
”作为科学城的风火山，无疑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铁路的一块科学圣地。
是它吸引并接纳了全国的冻土研究工作者，吸引和迎来了这支四上高原的英雄的队伍。
也是它的无比丰富又无比严酷，造就了灿若群星的科学家群体和举世瞩目的大科学家们，也在这支四
上高原的铁道工程队伍的英雄气概中淬进了科学的品格。
铁道兵作家朱海燕说得好，风火山上的这段500米试验路基，就是青藏线的产床。
是的，当全线550公里的多年冻土拦在决策者与建设者面前时，就是这500米试验段上的科研成果一一
化解了无数个难解之题，从而才有了今天的豁然贯通。
在这段试验路基的旁边，长眠着一位科学家，他就是铁道科学研究院西北铁路研究所副所长王占吉。
他1964年到风火山搞冻土试验研究，一待就是13年。
因高原病引发癌症，才50岁就去世了。
去世时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他的骨灰埋在风火山上，要等着青藏铁路经过这里。
等啊等啊，20多年过去了，不见他所熟悉的队伍的影子，也不见一个亲人来上坟烧纸，更不见他死也
不能泯灭的渴盼着的铁路。
只有高原的寂静与洪荒，只有忧伤的白云和凄厉的风雪，但是他坚守着这座让几代科学家与那支神奇
的队伍魂牵梦绕的风火山，他坚信他们会来、铁路会来。
他们没有让他失望，他们来了，铁路来了，如今，他的儿子王跃新又来到了风火山上，在工地当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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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
当火车的汽笛声向坟墓中的父亲送上问候与敬意时，这或许就是儿子最好的还愿与报答吧？
还有那个被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哭着追问的冻土专家吴紫汪。
为了这条青藏铁路，40年间他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中奋斗了28年，近百次走完青藏线的全程
。
在生活最困难的岁月里，为了坚守住自己的冻土研究也坚守住高原上的这方科研阵地，他常常要到青
藏公路沿线的兵站去捡拾战士们吃剩的饭菜，被称为“要饭”的科学家。
这样的生活只能以身体的透支为代价，他的牙掉光了，头发脱落了，数不清的病痛，五次大的手术，
但海外亲属的邀请以及高薪与舒适生活的诱惑，都不能动摇他坚守的决心。
风火山科学观测站就设在二十局指挥部旁边。
就是这个观测站，每天坚持“828”工作制——早8点、下午2点、晚8点必须按时到观测点观测抄录科
学数据。
40多年间，上百位科学工作者代代相接，没有一人一次迟观迟抄、漏观漏抄，共积累下1200多万个科
学数据，为青藏铁路的建设、尤其为二期工程的启动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周怀珍与孙建民师徒俩当是他们的代表。
两人可以在酷寒的雪窖中冻残双手，也不漏抄一个数据；寂寞得实在难忍了，就牵上相伴的狗在荒原
上转啊转啊；数不清的春节就在这荒无人烟的山上度过，想家想得实在太难受了，就蒙上被子痛哭一
阵，让泪水稍稍减轻一下长长的思念。
我们都还记得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那个感人的场面，面对镜头，面对全国人民，也面对他们相守相恋了
几十年的青藏高原，观测站的第一代科学家、在风火山观测站奋斗了22年、已经78岁的周怀珍老人泣
不成声，只说出了一句话：“青藏铁路⋯⋯终于⋯⋯上马了。
”而他的徒弟、在观测站坚守了28年的孙建民则只有哭泣，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能够有这些科学工作者为师，并成为他们生死相交的战友，这个队伍是幸运也是幸福的；而能够与这
支英雄的队伍为伍为邻为友，这些科学工作者们，一定也会感到欣慰与荣幸吧？
有这样两支相知相亲相助的队伍在为它奉献着所有的智慧与挚爱，高原是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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